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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英山方言的体成分"在"和"在的"

项菊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提要 所谓体成分，即为标记体意义的成分。体意义的体现，方言要比普通话突出。湖
北英山方言的体成分"在"和"在的"，或周于动词前，或用于旬末，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
行。本文拟从"在"手11 "在的"构成的相关句式入手，揭示其涵盖的语法意义，对其使用条
件、适用的语境等作出初步的描可分析，并试图探讨体成分"在的"的来源。英山方言的"在"
和"在的"用法灵活，有时还可和其它辅助性体成分(如"在这的" / "在那的" )配置使
用，它们共同承担着普通话"着 l" 的诸法功能。

关键词 英山方言、进行体、体成分、"在"手" "在的"、语法格式

一引言

1.0 英山县地处人别山南麓、湖北黄|对市东北部。北接安徽金寨、霍山两县，东邻安徽岳四、

太湖县，南与事春、浦水交界，因与罗田毗边。按现在通行的说法，英山话归属江淮官话区。

1. 1 一般说来，人们的动作行为及事件发生、发展、变化的状态在运动过程中总是处T某阶
段的特定状态，此即所谓"体"。进行体，即指在某一时段内动作行为变化正在进行。我们
把标记体意义的成分称为"体成分"。本文中涉及到的"体成分"并不仅限于出现在动词后

或句末的助词，有些用于动词前的语法成分，兼表词汇意义和l体意义或已不表示具体的词汇
意义，而仅表和"体"有关的虚化意义，在此笔者都采用较宽泛的看法，将其纳入"体成分"

之中。体意义的体现，方言要比普通话突出，如英山话"他在吃饭在"和"他吃饭在的"中
的"在"、"在的"，或用于动词前，旦Q用于动词后，都可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相当于普

通话的体标记"着"。但背通谓的"着"实际上分为表动作进行的"着 l" 和表状态持续的
"着 2"， l英山话里的"在"和"在的"不只备"着 2" 功能。"在"、"在的"用法灵活，进
入句子中还可和其它辅助性成分共同配合，构成多种语法格式。

1.2 本文从"在"、"在的"构成的相关句式入手，揭示其涵盖的语法意义，并对其使用条件、
适用语境作初步的描写分析。文中用例均取自笔者母语英山话，除需自读或读音较特殊的宇
初山现时加注音标外，一般不记青，字叫日" "的表示同音字。

二体成分"在"
2.0 "在"是英山话表示动作、行为、变化比较活跃的一个体标记成分，"在"既可用在动

词前，也可用于句末，或在动词前和句末同现:"在"还可和辅助性成分"这的/那的"连
用表示体意义，构成多种语法格式。

l 参见日叔湘先生(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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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体成分"在"构成的相关进行体语法格式
2.1.1 在+V (+N) 

2.1.1.1此式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主语常为施事成分，也可以是处所词，若施事成分不出
现，则受事主语不大能出现在此式中。看例句:

他在陪客'你过下儿再来。
他得他们在开会，你细点儿声音。

外头在落雨'等下儿再走嗨。

你身上在出汗'洗不得冷水澡。

从调查情况看，此式乡下人用得多些，城关话往往用作始发旬，单用的时候较少。
2. 1.1.2 此式为 "N 施+在+V+N 受"时，可变换成 "N 量+N 施+在+V"。如:

他在看报纸。 报纸他在看。

"在+V (+N)" 式主语为施事主语，"在"后还可带处所词语，但这样它表示进行的体意义就
有所减弱，"在+处所词"更主要的作用是介引动作行为或事件发生的处所。如:

她在房里牵床叠被子。

2. 1.1.3 "在十V (+N)" 对动词有 定的选择。能进入此式的动词必须具有动态性质，而且动

词所持的动作行为可以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下面儿组动词都具有(+动态)(+持续)的特征，
因此都可进入此式。

a. 表示动态动作的动词，包括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主要有: a1.持续动作动词，即指动作
本身可以持续，如"学、教、跑、走、唱、吹、弹、拉、跳、打、骂、哭、疯闹、笑、看、
读、写、讲[ k01)34]吵架、窍[ k'u02叮不停地说、昕、说、抄、画、吃、喝、洗、抹、想、猜、
记"等等: a2.瞬间动作动词，指表示瞬间发生并结束的动作，这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虽不能
持续，但都可多次重复进行，常以多次态的形式出现，可以占据一个时段，因此也能在"在
+V (+N)" 式中出现，如"踢、砍、咳、眨、搓、切、拍、敲、撤[ k'an55]央、滚、明、瞌、
舔、吐[ t' :JU34] "等等。
b. 表示事物所处状态的状态动词。这类动词兼有静态(即为状态动词)和动态动词(即为动
作动词)两种性质，它们静态性较弱，而动态性较强。从语义上看，这类动词既有动作义，
又有状态义，其动作义指的是该类动词可以表示纯粹的动态，这一点接近于动作动词:其状

态义指的是该类动词表示的动作可以作用于某个位置，而且在动作结束后，动作造成的结果
或遗留下来的某种状态仍然在持续。这类动词常见的有: "晒、 H良[ 101)33]晾、铺、架[ k035] 、

夹、盖、垫、蒸、煮、煎、炸、腊[ iE2J3]、泡、浸、码堆、吊、装、堆、插、贴、粘、缠、
塞、墙、安安装、接、牵、拉、绑、钩、钉、锁、挂、摊、摆、因[k'01)35]、摞[ 1033]叠、系、
围、盘、扎、压[ 1)0213 ] 、埋、存、顿[ t:Jn35 ]放、搁、抱、捏、摄[ t0213] 、提、穿、戴"等等。

大多数状态动词都布相对同形的动作动词。试比较:

他在钉钉儿。(表动态)一一门上钉倒一个挂衣钩儿。(表静态)

老王在兴1t.种拢。(表动态)一一院儿的兴倒棵葡萄。(表静态)

前者是表进行的句式，动词具有动态性质，带有"致使"的含义，后面要带上宾语:后者表
静态，强调动词动作的结果所占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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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几组动词不能进入"在+V (+N) "式，它们是:
c. 状态动词里还有一类是表人或动物所处的状态，这类动词也兼表动态、静态两种性质，
其特点是静态性较强，而动态性较弱，一般不能出现在表进行的句式中。这类动词主要有:
"待 [ tçe3]站、坐、困躺、跪、趴、时[ k'U55]、靠、仰[ a，iαIJ34]、躲、扑[ p'U33]、侧、躬、
挨[ IJae l ]、晓[ tç'iOU31 ]、等、陪"等。
d. 表关系和属性的动词，其主要作用是联系主语和宾语，表示两者间存在某种关系或主语
具有某种属性，是纯静态动词。这类动词主要有: "属于、好像、等于、看作、当成、值得、
符合、适合、有、姓、叫、像[ tçiαIJ33]、标志、服从"等等。
不具有动态性质的动词都不能进入"在+V (+N) "式。下述说法都是不成立的。如:

*他在服从领导。

*我在放心。

e. 表示心理感觉或生理状态的动词。如"爱、怕、晓得、讨厌、信相信、润[ 1pn35]高兴、默

倒认为、舍得、放心、愿意、情愿、嫌、恨、怪、恒[IJ;;)U35]生气、慌[tç'ian35]想念、羡慕"。
E 表结果的动态动词。 1瞬间结果动词表示该结果是瞬间达到的，且结果不能持续，如"死、
醒、见、炸、断、垮、塌、摔、跳 [t~131]滑倒、到、来、倒、破、熄"等。 f2 .持续结果动词
表示该结果是经过一个持续过程达到的，结果自然也不能持续，如"变化、长大、走进、认
出、看见、放松、缩短"等。
下面句子中动词不具备(十持续)语义特征，故都不能成立:

*他在坐。 忖T在亮。*绳儿在断。

表进行的"在+V (+N) "式也不容许动词带结果类补语。如:

*他在学会骑自行车。*阴沟在堵死。*衣裳在洗干净。

2. 1.2 V (+N) +在
2. 1.2.1 这是较常见的一种格式，"在"附于句末，读作轻声[tsae]，表示动作的进行，用普通
话翻译此式，一般要借助于表时间的副词"在"、"正在"或动态助词"着"。先看例句

她捡场儿 [t~'OIJ34tl] 在'我得先去嗨她在收拾房闯，我们先去吧。
妈在门口连衣裳，姐在灶下舞饭在妈在门口缝衣裳'姐在厨房做饭。

他有吃饭'他在扫地下在。

弟儿还在吃在。

屋里开会在'你得莫吵。
外头落雨在。

此式中的主语一般为施事主语或处所主语，谓语动词常常带宾语(除非宾语在对话语境中省
略掉)或为由动宾结构构成的双音节动词，此式对动词的选择和 2.1.1 式基本相同。
2.1.2.2 V 项前如果不出现"在+处所词气还可用上副词"在"，构成一种词汇手段和语法手
段复用的表达式，即"在+V(+N)+在"。这是一种强式进行体句式，强调动作行为、事件变
化正在进行之中，部分单音节动词也可进入这种强式句中。此式既可独立成句，也可用于复
旬，作复句始发句时，后续句多为析使句。
2.1.2.3附于句末，表示体意义的"在"，我们在其它方言中也见到过。如武汉方言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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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打电话在。

小华在房里看书在。

我拐子睡觉在我哥哥征瞻觉。

武汉方言句末的"在"可构成 "v (+N) +在"式，表示动作进行，这种用法和英山方言一致。
有些方言中的体成分"在"附于句末，其语法意义不同于英山话，如潮阳方言:

醒在。 坐在。

此处的"在"表示状态的持续，相当于普通话的"着"，英山话里不存在这种说法，上面的
句子须说成"醒倒在"、"坐倒在"。再看江西丰城方言:

我戴着帽子在我在就帽子呢。

嫂嫂挂着篮基在嫂嫂在挂篮子呢。

居顶帽子我戴着在这顶帽子我正戴着呢。

许件衣裳渠穿着在那件衣袁他丘穿着呢。

丰城话的"着"、"在"同现，构成 "V 着 N(在)"式，它既可以表示动作的进行(如前二例)，
又可表示状态的持续(如后二例)。英山话单用句末体成分"在"，即可表示动作的进行，不
须借助于其它辅助成分，"在"若和体成分"倒"现于同一句式，则只表示状态的持续(参
见 3.2.1) 因此象上述前二例的说法在英山方言中也不存在。

2.1.3 在这/那的 [te3Sti/n3Sti]+V( +N) 
2. 1.3 .1 此式为体成分"在"和辅助性成分"这/那的"一起构成的进行体句式。看例句:

他在那的吃饭。

她还在那的哭(咧) ，百事都不吃。

大人在这的说话'知情儿莫接嘴插话。

你去把灰倒倒吵'我在这的株窗子在你去把撞级倒掉吧'我在这里抹窗户。
操场上在那的放电影。

隔壁在那的搞装修在。

上述例句中的"这的"、"那的"已经失去了作为指示代词的功能，不再具体指代什么，在意
义上几乎"虚词化"了，虚化为一种抽象的动态意义，作用上相当于北京话的时间副词"正
/正在飞此式用作复旬的分句时，"在这/那的"前可加 "11二"，使其成为一个偏分句或主
分句。如:

我进去时'她正在那的吃。
我得我们正在那的说他'他倒来了。

"在这/那的"前面也能出现"还"，强调动作进行的时间长，如例 (2)。此式句末还可出
现"在/咧飞有加强动作"正在进行"的意味，如例 (2) (4) (6) 。
2. 1.3.2这种格式当主语为施事者，宾语(N 'Æ)出现时，有的可以变换为:N 受+N 时在这那
的，强调受事对象正处于受动这中，不过N受后常须稍作语音停顿或插入语气词，这一点不
同于 2.1.1 式。如:

他在那的看报纸。 报纸他在那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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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那的洗衣裳，你去歇下儿着 [~034]你先去歇一丁。一一衣裳啊，她在郡的洗，你去歇下
儿着。

2. 1.3 .3 此式对动词的选择和 2. 1. 1 式基本相同，但若主语为处所词， V J页为表示自然界的变
化、生长、事件的发生等即人的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非自主动词时， 2此类句子就不大能说
了，这一点有别于 2.1.1 式和 2.1.2 式。如:

*外头在那的落雨。

*他手上在那的出血。

复句中此式还可和 2. 1. 1 式并用，具有相互映衬的效果。如:

我在这的报(数字) ，她在那的记。

我在抹桌子'他在郡的扫地下。

2. 1.3.4英山方言"在这/那的+V (+N)"式具有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语法功能，这种功能是"在
这/那的"结构赋予它的。有人指出，汉语动词本身具有潜在的表示进行的意思，如把上文
例句(1)"他在那的吃饭"中的"在那的"去掉，则原句变成"他吃饭"，这句话的意思有
可能指"他吃饭，不吃面条飞也可能是"他正在吃饭飞 -13_进入具体的语境，接受了明确
的进行体提间，这种句子就必须作出相应的体的回答:

他在做么事啊?

一一他在屋的吃饭。/他在屋的吃饭。/他在吃饭。

这里我们看到J‘他吃饭"隐含着的表动作进行的意思，只是在具体的语境里通过状位结构
才被显示到句子的表面上来，由此可见，状位结构在这里除能够起介引动作处所的作用外，
同时还具有强调自身动作的性质， 3兼表体意义。因此这类句子中若动词前面用了表处所的
"在+处所词气就不能再用"在这/那的"来表示动作的进行，"在这/那的"与表处所的状
位结构相互排斥。如:

*他在昼的在那的吃饭。

用于动词前的"在屋的"同样使句子获得了表进行的体意义，故这种说法不能成立。从旬法
上看，"在这/那的"和"在+处所词"都要求紧靠动词， 66在+处所词"既标示处所，又能体
现体意义，实际上它兼容了"在那的"的功用。因此这种形式上同类、又含有重复表现功能
的两种结构不能在同一句式中共存。
2. 1.3.5 英山方言里，用于动词前的"在这/那的"并未完全丧失词汇意义，而成为一个纯粹
的体标记，有时它是作为一个介宾短语，用于动词前面，表示实在的处所意义，起指示作用，
"这的"是近指，"那的"是远指。 F面句子中的"在这/那的" ep为实指t

他的 [t'02l3ti3] 他家的电视坏了'他夭夭在这的看电视。
我在那的办个手续着 [t~o34]我先在那里办个手续'
你在那的等我得[IJo34te4] ，莫走远了哈 [X031 ]你在那里等我们'别走远了。

2 李1临定先生( 1990) 论及的"非自主性动词"主要指"只是客观地表示动作、行为或变化"、入的主观意
志无法控制的动词.
3 此处引用伊跟大策先生 (1986) 的观点，即"状i吾结构表现出了强调宫自身动作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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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那的"用于实指和虚指，不单语音上存在着差别，在句法分布上也有不同的表现，同
时各自还有不同的适用语境。从语音形式上看，"在这/那的"实指时，除"的"外其它都读
本调[也aiJJtEJ'ti'/nJ'ti吁，虚指时后面两个音节总是念轻声，读作[ tsae3tE3ti/旷ti]，口语中如
果语速稍快，则三个音节都念轻声，甚至常常合音为 [tsae3ti/tsae3ni]。从句法分布上看，
实指用法所受的句法限定较少，虚指用法则限定较严。下面句子中的"在这/那的气由于句
法上的限定，一般都不能理解为虚指:

他寻常经常在那的看录像。(主语和"在这/那的"间持有拌持续性状语)

他在那的看到个死老鼠。 (V 为迫补式合成词)

你在这的洗干净'我过下儿 [xa33:r]来端我等-舍儿来拿。 (V 带结果补语)
小王在那的一直打杂，有学倒么事没学会什么叫"在那的"和 V 项中持有持续、继续性
等状语)

他在这的吃了(/过) 0 (V 带有体标记"了/过.. ) 
老李在那的等了一晏昼 [IJan3S t~~U3S]上午。 (V 带有时量补语)
你在郡的钉几个钉儿哈。 (V 带有数量词语修饰的宾语)
在这的说算有的在这里说算白说了叫"在这的+V.. 在句中作主语)

从语义上看，上述句子中的"在这/那的"总是表示施事成分或受事成分所在的处所位置，
皆与动作的阶段性无关。

"在这的/那的"用于虚指，不仅在句法分布上受到限制，而且对动词也有一定的选择。
一般说来，非动态动词、不具备"时段持续"特征的瞬时动词都不能进入表进行的"在这/
那的+V (+N) "式。有些语言环境中的 V 项总是表示泛时的情况，即没有特定的参照时间或
者并不断定在参照时间内是否存在 V 情况，还有些语言环境中的 V 项总是表示发生在参照
时间之后，"在这/那的"出现在这种泛时性场合和后事性场合4中，我们也只能理解为实指。
如:

他妈在那的死的。 (V 为瞬时动词)

爸爱在这的剃头。( "爱"指有"爱"的习惯，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泛时性场合)
她不肯在那的做生活干活儿。(泛时性场合)

我的办倒在那的做屋我们家准备在那里做房子。(后事'性场合)

莫在这的练 [Iian气功'把沙发哈搞赖色[lae3se3] 了别在这里乱躁，把沙发都弄脏了。(后事性场

合'祈使句)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实指和虚指的"在这/那的"无论是语音形式、句法分布还是所
适用的语境上都存在对立。在实际语言环境中，"在这/那的+V (+N) "式有时难免还会有歧
义，"在这/那的"是作为介宾结构表示动作的处所，还是作为体标记成分表示动作的进行，
得视具体的语境而定。如对话体中，我们就可借助发话人明确的提问作出相应的回答，有时
还可通过上下文的暗示来确定"在这/那的"的意义。
2. 1.3.6 英山话"在这/那的"虚指和实指两种用法并存，这种情形使我们注意到，经常用在
动词前面总是表示动作进行的体成分"在这/那的"，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由空间概
念到时体概念的演化过程，这种虚化有其内在的语义基础。从语义上看，介宾结构"在这/

那的"用于动词前面，主要是表示动作行为、事件发生的处所，同时它还具有一种强调自身
动作的表现功能，赋予句子体意义，这样"在这/那的"就具有动作场所表现和动作阶段表

4 "泛时性语境"等说法来自吴振国老师(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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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双重语义功能。由于语境的作用，其双重语义也可能发生偏移，一方面，动作的处所义
逐渐弱化，另一方面，"在这/那的+y" 强调动作行为，其结果就把进行体的意思表面化了，
"在这/那的"由一个介宾结构进而虚化成一种进行体的标记成分。有时为了强化"在这/
那的"的体意义，还可在它的前面加上副词"还"或于句末附上且词"在气体成分"在这/
那的"并不排斥句首处所词语，这种共处关系似乎也能证明"在这/那的"只表示动作进行
的体意义，而不表示动作的处所义。如:

食堂在那的开舞会。
楼上在那的搞展销在。

用于动词前面的体标记"在这/那的"不只存于英山方言中，在其它方言里也有分布。例如2

·湖北浦水方言(詹伯慧 1962):
他发得唱歌他正在唱歌。

他发得军信他正在军倍。

·湖北大冶方言(汪国胜 1994):
千亘在里做生活他正在干活。

大礼堂漏在里打电影大礼堂正在放电影。

·湖南安仁方言(陈满华 1995):
细把戏到那里跳，到那里唱小孩正在哪里)唱着、跳着。

我到国里做事，其吵我我且在做着事'别吵我。

·江西棒树方言(陈小荷 1995):
在里陪客在陪客人。

在里唱歌在唱歌。

上面句子中的"发得"、"在里"、"到那里/固里"都类似于英山话的"在这/那的"，它们都
是普通话"在这/那里"的方言变体，只不过对应的字面形式不同。
2. 1.3.7 方言中由处所义演变而来的体成分"在这/那的"到底自何时开始有的，就目前的研
究情况看，还很不清楚。文献中见到的"在这/那里一般都出现于句末，"在这/那里+Y" 这

种句型只是到了明清才在《水浒传》等自话小说尤其是南方作家的作品中作为传统的格式而
运用，这同英山方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在这/那的+y" 是一致的。如:

李追把眼看时，见一个后生接着-个妇人'在那里说话。( (水浒传〉第 73 回)

申牌时候'将近庙土'旁边众人都立定脚'仲面在那里看。( (水浒传〉第 74 回)

却见得阮小七穿了御衣服'戴着平夭冠'在那里笑。( (水浒传〉第 99 回)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画室'在那里

寻人买。( (儒林外史) ) 
跨进招待室'看见局里的几个职员在那里裁纸磨墨，象是办喜事的样子。(叶圣陶《潘

先生在难中} ) 

"在这/那里"这种表动作进行的语法格式，不仅存在于英山等方言中，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我们也见到过。如:

人身上时时刻刻在那里消耗水。
我在这里想明天的工作怎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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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句子中"在这/那里"的处所义都很不明显，主要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

2.2 "在+V(轩+N)" 和 "V(轩+N)+在"比较
2.2.1 与"体"有关的"在"句法位置较灵活，既作副词，可用在动词前面，又作助词，可
用于句末，构成"在+V (+N)" 和 "v (+N) +在"两种不同的语法形式。二者虽句法结构不
同，但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都表示动作变化正在进行之中，"在"甚至还可以在同一句式
中共现，构成"在+V (+N) +在"式，强化体意义。
2.2.2 两种句式在英山话中并不均衡，其差异具体表现在使用条件和适用的语境上。首先，
"v (+N) +在"式口语中用得较多，明显优于"在+V (+N)" 式:其次，后者 V项常须带宾
语或为动宾式的复合动词，前者则不受此限制，其对动词的选择范围较宽:再者，从语用的
角度看，"在+V+N" 式只表示动作变化的进行，不含任何附加意义，其目的是陈述、说明
情况。 "v (+N) +在"式旬末附上的这个体成分"在飞吕叔湘先生在((释景德传灯录》中
在、着二助词〉一文中将其解释为"语气助词"，"与今之‘呢'字相当飞为"申言之辞，
以桂疑树信为用"。英山方言旬末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语气词的作用，表达一种确定
语气，同时它强调动作行为正在进行，表示体意义."在"附于句末，还含有某种附加的语
用意义:强调主语所代表的人或物正处于动作进行的过程之中，"在"表示"不能或无法中
断该过程"或"可以使该过程继续下去飞此式的目的不是陈述一件事情，而是侧重于告知
某种情况，其后续小句常为析使旬.试比较:

他在打鞋油 o (无语用意义)
他打鞋油在。 a 腾不出手来帮你倒水。

b 正好把你的皮鞋也拿来擦擦。

他在唰鱼剌 o (无语用意义)
他在唰鱼刺在 o a 不能跟你说话，小心卡着。

b 可以再给他加点饭·

"v (+N) +在"式蕴含的究竟是哪种语用含义，须取决于具体的语言环境，有的句子由于事
理的限制只能作一种解释，如"他打饿肚子在他正树飞一般就只能理解为呗在不能干活、
不宣多说话"消极意义。

三体成分"在的"
3.0 "在的"是很有英山方言特色的一种体标记成分，它从属于句子，附于句末，可以表示
动作行为、事件变化的进行，"在的"和其它成分(动词后附成分"倒"等)配置使用，还
可以表示"状态的持续"

3.1 "在的"构成的进行体语法格式 "V(价+N阶)+在的", 

3.l川.1 先看钥例|向句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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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在的'你接倒往下说钞我听着呢'你捧着往下说。

他跑在的'言尽不冷他正跑着呢'肯定不冷。

我还有吃饭'我扫地下在的我还没吃饭'我.il.扣地'lt o

饭煮在的'莱过下儿再炒饭正煮着呢，篆等-会儿再炒·

肉在那的剁在的'就好了。
臂儿身上出汗在的'烧迫了点儿·
把伞事带倒'外头落雨在的把伞带阜'外面下着两呢·
一一你屋搬有?一一么事哦，扯皮在的呀你搬拿了没有?还没有哇'且扯皮呢。



上述句子中的"在的"两个音节都念轻声[ tsaeti]，附于句末，表示动作行为或事件变化正
在进行。此式中的"在的"都不能换成"在这/那的。"从 "v (+N) +在的"式和普通话的
对译中，我们看到，"在的"式有点类似普通话的 "V着呢飞但普通话 "V 着呢"式实际上
一个歧义格式，它既可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变化，也可表示静止的状态，有时还强调程度高。
如:

汤热着呢。 a 、汤正热着呢。 (V 前还可加"正" ) 

b 、汤排常热。(一直是热的)
他在屋里等着呢。 a 、他正在屋里等着呢。

b 、他一直在屋里等着呢。 (V 前可加"正" ) 

和普通话 "V 着呢"式不同的是，英山方言 "v (+N) +在的"式所显示的意义比较明确单一，
它只表示动作变化正在进行之中，英山人在使用这种句式时，一般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如:

汤热在的'就好了汤正在加热'马上就好。

他在屋的等在的'你快点儿去他正在屋里等着，你快点儿去。

3. 1.2 "V(+N)+在的"式所受的限制较少，用法灵活，在口语中较常见，尤其是省掉了宾语
或主语、甚至只出现谓语动词的省略句中，都可在句末附上体成分"在的"，表示动作行为
正在进行。能够进入 2.1.1 式的动词(参见前文 2. 1.1.3) 都能进入此式，不过此式的 V 项更
常常为单音节动词，非自主动词也能进入此式。

3. 1.3 ..在"和"在的"构成的进行体语法格式比较
3. 1.3 .1 用于句末的"在"和体成分"在的"有许多相同之处:出现在同一结构中，且句法位
置都只限于旬末，并且从属于句子，表示相同的体意义，二者具有替代关系。 "v (+N) +在"
和 "v (+N) +在的"也稍有不同，后者"在的"常用于省略句尤其是省略了宾语的句子中，
而前者 V 项一般须带宾语，并且受事主语不大能出现在此式中，但主语是与事成分时，句
子又能成立。如:

饭煮倒了'菜切在的饭已煮上了'采正切着呢。

?饭煮倒了'菜切在。
刀切菜在的。

刀切菜在。

外头落雨在的。

外头落雨在。

另外，英山人凭语感，似乎觉得 "v (+N) +在的"式表动作进行的意味强于 "v (+N) +在"
式。

3. 1.3.2 "v (+N) +在的"的主语不限于施事成分，受事对象也可充当主语(强调受事者正处
于动作进行之中)，并且施事者一般不须出现，此句式还可以出现处所主语。"在+这/那的
+V (+N)" 式主语多为施事者，受事成分虽也能充当主语，但一般须作转换，受事主语后或
带上语气词，或有语音停顿，且施事成分不能省掉:此式也能出现处所词语，但 V 项一般
不能是"流、滴、冒、响、落(雨)、刮、出(太阳)、变(天)"等非自主动词。如:

饭她煮在的。 ?饭她在那的煮，过下儿就好了。

饭哪她在郡的煮'过下儿就好了。

肉剁在的。 ?肉在那的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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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头落雨在的。

他手丰出血在的。

肉哇她在那的杂1 • 
*外头在那的落雨。

*他于J:.在郡的出血。

3.1.3.3 "v (+N) +在的"式常用作复句的分句，它可以为始发句，也可作接续句; "在+这/
那的+V (+N)" 式则常常单独成句。 "v (+N) +在的"主语为非处所主语时.V 项前还可出现
处所词。句末的"在的"和辅助性成分"在这/那的"同现，可增强"正在"的意味，但此
式动词前不大能用"在"和句末的"在的"一起构成强式句(处所词作主语，此句式的可接
受度似乎强点); "在+这/那的+V(+N)" 式 V 项前不能再出现"在+处所词飞如z

他在操场上跑在的'言尽不冷。

她在郡的吃在的'你就莫说了她正吃着呢'你就不要责备她T • 
*他在吃在的。

?外头在落雨在的。

*我在昼的在郡的吃饭。

3. l.3.4 在"用于谓语动词前，一般要求 V 项为双音节动词或须带上宾语，位于句末的"在
的"则不受此限制。如:

他军在的。

外头落(雨)在的。

?他在军·
*外头在落。

"在+V(+N)" 式若对举使用，有时也可省掉宾语。如z

她在洗'小张在嚷'两个人忙吼了的两个人忙得不可开支。

不过这种情景下人们似乎更习惯于用动词零形式5来表达，说成"她洗，小张喂，两个人吼

了的"

3.2 兼表进行和持续的体成分"在的", 

3.2.1 在具体的句子中，语法意义总是依附于具体的词汇意义而得到体现，由于受到句中动
词语义的限定. -l面每组句子都呈现出对立的两种意义。请看z

他锁门在的。(表动作的进行)

在门锁倒在的。(表状态的持续)

他装酒在的. (表动作的进行)

酒装倒在的。(表状态的持续)

衣裳'良在的。(表动作的进行)

衣裳'良倒在的. (表状态的持续)

妈煮饭在的。(表动作的进行)

饭煮倒在的。(表状态的持续)

3.2.2 作为体成分的"在的飞在其它万言中也存在，但英山万言的"在的"既表动作的进行，
也能和其它语法成分一起表状态的持续，这种用法在其它方言中倒比较少见。有些方言中附
于句末的"在的"常常是表"状态的持续"，相当于普通话的动态助词"着飞如 z

，湖北天门方言:

5 此处的"动词零形式"指动词本身能显示体意义、不需附带其它的体标记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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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倒的他坐着。

我听倒的我听着。

-苏州方言:
但醒勒海他醒着。

但开好仔门勒海他开着门'lt 0 

床i良向有一个人困好勒浪床上有-个人瞻着。

苏州方言来自处所成分的"勒海、勒浪"等词有较纯的持续义，着眼于持续的过程(刘丹青
1996)，这一点和英山方言是一致的。江西梅树方言句末的"在的"也表示动作的进行，但
和英山方言不同的是，梅树话动词还须带上后附成分"着"，才能构成表进行的句式 "V 着
(N)+在里飞如:

人家话着事在里人家正说话呢。

渠病着在里，你莫吵渠他正病着呢，你别烦他·

3.3 体成分"在的"的来源

3.3.1 英山话的"在的"总是附于句末，表示进行体或持续体意义。"在的"这种虚指用法我
们似乎可以从唐宋资料里追溯到其演变的痕迹。我们看 F面转引自吕叔湘(1941)、俞光中
(1 986) 的例子:

岂有虑君子太多，须留几个小人在里。

及重试退黠'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 "富贵在里 J'

若与摩，和尚来时'莫向他说纳僧在里。

(朱子语类卷.142)

(唐宋庶言卷.7)

(祖堂集卷.6)

上述例句中的"在里"都是实指用法，表示"存于里头"之义。再看:

他不是摆脱得开，只为立不住'便放脚，;;t早大里。(上蔡语录.上 9)

此处的"在里"的"里"本义己渐渐失去，"在里"一词的意义趋于空灵，不再有"于此"
之意，转而表示状态持续，这是虚指用法。上面句子实指、虚指两种用法在同期文献中并存，
虚指极有可能由实指衍生，若这样理解的话，我们是否能由此推断英山方言的体成分"在的"
是动词后表处所的介宾结构语义虚化的结果呢?
3.3 .2 前面我们谈到，英山方言也常用"在这/那的"置于动词前表示动作进行的体意义。从

汉语的构造看，语法成分往往是后置的，这里我们不妨又作出另一种推测，位于动词前的"在
这/那的"在意义逐渐虚化、功能改变的过程中，位置发生了动摇，由前加成分简缩变成了
后附成分，最终演变为一种体标记成分"在的飞 6
3.3.3 英山方言既保留"在的"这一完备形式，也用省略形式"在飞吕叔湘先生曾这样阐释
句末"在"的用法. "此一语助词，均以在里为最完具形式，唐人多单言在，以在概里:宋

人多单言里，以里概在飞体成分"在的"在演变过程中，由于语义的虚化，有可能脱落某

个赘余成分，而由其中的一个成分来负载某种语法意义，脱落的成分可能是"在"而保留"的"
也可能卸下"的"飞，而留存的"在"就成为一个体标记成分，这是英山方言最常见的用法。
3.3.4英山方言体标记"在"和"在的"的使用是汉语语法化进程中的一种现象。语法化重
要特征之一是单向性，即由实到虚(刘丹青 2001) ， "在"和"在的"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语义
逐渐虚化，句法不断泛化，位置由句中移置句末，语音也得到弱化。

6 关于"在的"的来源，本文参考并借鉴了汪国胜老师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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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4.0 上面我们初步考察了英山方言体成分"在"、"在的"的使用情况=它构成的相关语法格
式，所涵盖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分布特点，相关句式之间的差异，与普通话之间和其它方言之
间的联系等。

4.1 英山方言体成分工"在"、"在的"构成的语法形式多样，各式用法并不均衡:对照普通
话，英山方言的体成分意义较单一，分工明确， -般说来，英山话中的"在"、"在的"对应
于普通话的"着 1"。

4.2 英山方言体成分使用复杂，这种状况的形成可能与英山地处南北方言交汇处、受其它方
言影响有关，另一方面，我们也就应考虑到，英山方言属典型的"楚语"区，很可能不同程

度上保存、继承或是发展了历史上的某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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