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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词到子旬结构标记z 潮洲方言和台湾闽南话

"说"和"看" 1 的虚化过程

许患玲
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

马诗帆
香港大牵

提要潮洲方言与台湾闽南话同属闽方言中的闽南语分支。共同的历史渊源以及区域

影响体现在两个方言中存在许多共同的特点，包括语音，词汇，构词法和语法。本文从共
时角度描述与讨论潮语和台湾话一个共同的语言虚化现象:动词"说"和"看"除了其动
词义之外，也发展成了可以联系主动词与一个子句宾语的结构标记，尽管两者的功能有异
同。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两个词素的语法化所经由的过程非常符合汉语一些实词语法化的现
象，既从词义逐步变化(抽象化)引起句法位置的改变(进入连动式)而最终导致意义和功能

两方面的彻底转变。

一引言
潮洲方言(以下简称"潮语" )和台湾闽南话(以下简称"台湾话" )同属闽方言中的

闽南语分支。共同的历史渊源以及区域影响体现在两个方言中存在许多共同的特点，包括
语音，词汇，构词法和语法。本文从共时角度描述与讨论潮语和台湾话一个共同的语言虚

化现象:动词"说"和"看"除了其动词义之外，也发展出可以引出一个子句宾语的功
能，尽管两者的用法有异同: "说"可以带陈叙句或间接疑问句，但"看"只能带间接疑
问句，如例(1) 2各句所示:

(1) a. 我喜欢旦旦食饱后去散步。
ua hi hu氢鱼 tsiak pa au k'回 su葛 pou

(我喜攻吃完饭后去散步。)

b. 我问旦旦块物个么个。

ua m吨堕 ko me '1 kai me kai 
(我问那是什么东西。)

c. 我来去问伊瞟爱去阿口。

ua lai k'w mUIJ i t'o1 a1 k'w a mai 
(我去问他想不想去。)

1 这两个动词在潮语口语和台湾话的发音不同。潮语动词"说"是tã，台湾话是 kong: 潮语的"看"是

t'oï，台湾话是b温.为方便起见，本文用"说"和"看"代替。
2 本文潮语语料大部分来自作者本人以及田野调查录得的自然对话.潮语例子(除了摘自别的作者的)，均
用汉字及国际音标标出，用普通话翻译。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方言字，用方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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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谛白说"发展成为子勾结构幸运记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黯语言现象，不但存在于东南亚
的一些语言中，更是许多非洲语育的…个显著谱法特点.ffi.功词"辛苦"虑化为能带一个疑
问子句标记是极少见的语楼瑛象。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个词素的调又以及语法功能民分
析，拟构它们的虚住过程。

工子旬及其子旬结构栋妃

子句，或称小旬，指的是可凯克~句子语法成分的…个句子。比如，普通话的自我知
道他一定来"中的"他…定来"，以及潮遥例。) a.旬的"我喜欢食饱眉去散步#中的自食
饱后去散步n 都是~种主谓结构子旬，充_;!3_:t句动词的宾谱。郑 (1997:106) 把这类句子称为
子句样语( "sen1ence complement" ).这类子句…般是表述性的，表达主句靖剖的内容。在
许多语言中，类锐的非委主立子句3 一般由一个谱法成份引出，如英语的 "that" ，惋 (2) (在口
语中也很可在i被省略)。它自瑰在母甸的动词后，子句韶。在商方谣言学中，这个引导子句
的关系词或钵记被称为 "ω，mpleme聪础飞本文暂提它翻成"子句结掏标记na

。) 1 knew (that) he was ∞ming. 
我知道他要来。

根据 Chappell (即将出最)的总结，在没界的许多语育中，功能类似英语 that 的子勾结
构标记的词源至少有四大类，包捂(时表"事物"韵名词，台〉指代词， (c) 处所/与路标记，
介词，以及传) "说"提动词。Lord (1993:151)指出，由"说"动词发展而来梆子句结构
标记普遍发生在连辑结构阳ia1 v的 ωm刷刷) (或称喝谓结构" )丰富的语宫，如非
割的一些诺言(比如 Ewe， T叨， Ga萝 Engenni， Gokanna ì吾〉更为如此。Lord厨描述的语法现
象也存在于连功结构丰富的汉语方育中，比如南方的悔渍，毒语和潜谱。在这捷方育中，
动词"说n 瞥遍发展了能作为子句标记的功能，但现代议语缺少这个结构标记a 请看下面
黯语，台湾话和粤语的棋子(有关粤语"现"lt峭的谱法化，请参考Chui 1994, Yeung 
200动，并比较普通话的例子=

。〉 向香知望伊翁去锦儿国接个仔。

a hi吨 t棚i tã i 吨 k'w iil zi h珍 tsi kai ki运

(向香知道她丈夫到幼儿踊接儿子去了) (满语)

(4) 我祭想i聋l.beh 黄啥货

〈我没想要贾甚廉}

阴阳i tung ngo例gwaam邮汹n
(他踉我说也没有觉。)

(6) 我是思说他不来。

〈台湾访)(郑 1997: 115) 

(事语)(Ma创lews and Xu 2005) 
〈普通话)

从l;1上各倒可以看出，南方JL个方言的"说"可以分析为子句标记， {旦倒 (6) 中，
"想"是表意思的助动词， "说"是句子的主动词。也就是说，普通话的"说P 没有作为
子句标记的功能(除了表"传闻"的"听说"能带一个子旬在i并)4。

Dixon (2004:34) 指出，幸言柴动词是典型的能帮子句宾语的动词。他把埠些动i毒称为
耐基本动词 B 壁.， (Primary-B v假如')，包括2

3 路。∞6) 指出小句可以是独立，呈长独立或非独JL: 可以出现在不阔的位置，担当不同的角色。本文的堂皇
点仅涉及能充当动词卖谱的主谓结梅小句。
4 但北京话票~ "说"也从言谈动词发展成从句标记(方梅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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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就觉3震动词: 看'听'注意，发现'等

2. 思维'认知类动词:想'打算'计划，记得'知道'相馆'认为"怀疑'等
3. 情磁J震动词: 毒攻，棍，害怕，担心，是锋，等

4. l言谈说类动词: 说，告诉'报告，答应'咸胁，命令'吨'等

这些动海岳的子勾表添一个命题，可以是描述一个事实，一个活动，或一个状牵
(Dixon 2004:韵。我营]接下来的分析将显示，潮语和台湾活的自说"不但能与以上各费功调
搭配，还能与情态主主词，名词或其它类动词结合，表明其虚化的程度己很彻底。

英语还有另一个子句标记 "whether" (或"证" ) ，用于引出…个间接疑问句，如下棋1:

(7) 1 will 嗣:k him whether I jf he Îs coming. 
(我问他来不来。〉

有意嚣的是，在海浩如台湾选中， 1毒素"看n 也有相当于真语系读 "whether lif' 的功
能，吁以引出一个未然态间接疑部句，如以下舵药费1 (秩19 搞自郑 1997:112. 英文翻译本
文作者) : 

(8) 战问伊(瞟)爱来啊口。

ua me lJ i(t'o1) ai lai a mai 
(拽问他来不来。 Iwill 础:k him whether he wants toωme or not.) 

(闪 咱来闰锺民部明年协会日本抑是美画留学。
(钱何来罔(看)老掉明年要去日本建走去美黯蕾攀。Le也能ko被切cher whether 
he/she is going to Japan or America to study ) 

A功海"看"发展成为子句标远是一个极为少克的语商现象。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较详
细捺讨它韵虚先过程并与制洗"功能的区另IJ.

三 潮语和命湾话"说"的语义，语法功能及虑化过程

3.1 刷词义
潮谐和台湾话的词素"说"作为一个动谓是一个多义词。"说押的各王震词义在碍个方

中很相1PJ"可以表"言语夜地" (倒 I窍， "提起" (倒 11) ， "就i芽，责备" (辑:匀，
"功告" (例 1匀，等(台语辑i句取自郑 1997):

皇量
(10) 我我先哇。

uas温 饱

〈我先说。)
(11) a. 伊有咀着件事。

i u tã tiok kiã sw 
(他有提起到这件事。〉

(12) a. 我哇伊是为伊好。

ua tã i si ui i ho 
〈我批评绝是为她好。〉

(13) a. 钱来个伊哩。

ua lai kai i tã 
(我去功功他。)

告语

b 辑 ho伊听

〈说给他听。)

b. 伊有瑞著建项代辈革。

(也有提起到这件事。)

b 伊不喜守主建我。

〈位老是抗评我。)

b. 咱来去h伊辑着伊 beh 加入熬。勘不瞧。

(我们去功他喝他赞不要加入 e 功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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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说"的另一个主要用法是带出一个直接引语。吟，戒间接引请(15) : 

(14) 我咀. ..你对物个物么个?"

ua 鼠， "1m 如i mue? kai mue? me k:ai? " 
〈在说， "你们两个人在干什么吧?.. ) 

(15) 伊咀今年想买墙。

i tã kim ni sÎõ ai poi t嚣'u
(他说他今年想买居子。)

夜以下例。白， (17) 中， 64说"出现在连动结构中，不作主要动词，而作为第二个动
词，由第一个动词必须是商谈说樊，以及询问樊或叫类〈请参考下摇施 2005 的分类)。两
个动词之间可在i插入宾语成分，在此用法中， "氓"的功能吁以分析为一个引语标语
(quotative markl创，但其实词义还没有完全失去。正是因为有这个连谓用法便到"混#发
展出能与其它不我言统说类动词结合的功能，并最终成为一个补语子句标记。可!?J.说，这
个照法是动词"说"语法化链条中间的一个重要环节〈请辛苦 3.3) : 

(16) 伊呼吸俺看去。

i kio tã nal) tio? k'm 
〈他叫我们一定要去。}

(17) 伊问我咀伊用去阿白。

i mUIJ ua 也 i el) k'相 a me习

(饱问我他用不用去。)

3.2 谱法功能

除了以上列出的各项动坷义，在两个方言中， u说"也还有以下的语法功能z

(i) 子句林记;

(i妙 句尾语气词:台湾话用于我"提醒"，"催促"等义〈郑 1997;百u 2004) ·如. ..紧

做主费" 。潮潘的"乱"则与另一语气词 Ie 搭配，出现在句求。

[句子 +Ie+ 喉] .常带有"不耐烦"口气;

(iii) 在湖语'与"做"或"是"或"傲是"构成短语，用于表"传闻/转迹"'如:

"只个物想盐撮捷生欢是好好.. (这个{毯院〕据说那些医生还是条不错) : 
(iv) 引出主趣'相当于普通话的"说起…/至于….. .潮语的用法是"也"与表类指的

名扬代词"者个(‘这种/这个， ) ..令用'构成短语. ..者个咀…(‘说起…， )" , 
如. ..者个咀 3合国…" ( ..说起治国这个问题….. );在台湾话中，与"来"令刑，

"来辑+子句.. ( ..说起+子句.. ) (参考Chappel1 即将由版〉。

哉们下面的讨论将集中于第一个功能主子句辑记的用法。
Hopp馆和 τm吨。忧 (2003:39) 指出，再分析 (li础略军is) 是语法化产生最重要的机制。再

分棋是指培育单仕的诸法，构词以及活义特点起了变化(惶不一定在最韧就产生影式上的
变化) .包插获得了新的解释。从 (18) 和 (19) (以及剖 20-24) 中可以看出， "说"出现在不
表言谈说话义的思维，认知类动海后面，已不再是作为动诗或寻i语棕记，部是起联系主功词
和子句的作蜀， 也就是说， "说"己发展成一个子句结持标记。这个分新的依据是，它的
出现可有町无，不影响整个句子意义，提明其词汇意义己干部底患化，仅起谱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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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个窍我扮算吸来去就*，0 位'闷儿白。
{下个月我打算到拉州去位几天. ] (黯语:施 2005 : 2) 

(19) 我希菜辑智、明仔载舍卡孚来。
[我希重你骂起天早一点来。] (台语:郑 1997: 375) 

撞 (2005:2) 指出，在潮语中能否充当子句结构标记后的小句不捞及小句的结辑是否是
简单的，瑛者是复杂的，如主谓结构，兼语式结构，甚至复句等等，最主要的是子句必续
是具有陈述性的， 古就是说，子句所陈述的必旗是"咱"前面的谱法成分所涉及的内容。
这个现察结果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哩"在潮语中的使用援率很高，不仅能与 Dixon 列出的

"基本功词 B类"配合(参考第二部分) ，还能与其它的谱法成分配合。施 (1996) 把潮洲
话中能与"日旦"配合的诸法成分启为A类: "想静类〈如 z 想，认为，估计，等); .. 
张"类〈如z 主张，建议，提倡，表示，等); "嫌"英〈如:嫌，怨，笑，等); "自司"
英〈主n: 叫，求，请，等); "等于"类(如:等子，辑当于，算作，变成，好比，好橡，
等); "既n 提(i在一类是个开放类，包括一毅表示行为和瑞作的词，如=吃，喝，闸，
等); "会 N 樊(这一类多为情态助动词，如:会，兔，用，能，跟及它们的否定?在式〉。
此外， US最 n 还能与名诗〈如: "意思" ) , 副词( "住" = "就" ) , 连词(如; "主Z
i是]"== "如果"， "阿是"口"还是" ) ，比较式标记( "过" )等结合(参考路 1996~
Ma'抽.ews 翻d Xu 2005) s。这是因为"哩n 新引出的小传蕃陈烧了它前逝的谱法成分所涉及
的内容。下E仅举凡个例子说费。比如，例。码的子句描述了状态的内容，而例。匀的子
句陈述的是语"他"能敬到的事情的具体内容z

(20) 盘盘童歌龙'也，着月月还满待。

(就算再没有'也得每个月还一点。)
(21) …鑫摄5在 "效益普通"

…i sm tã hau ia? p'ou t'OIj 

([他的]意思是"效益普通.. 0) 
(22) …所以毫盛主宰上加寓。

…#怨、功能 pu tsiõ 挝a pu 
([所以}变成为富的人越来越窜。)

(23) 伊主囊鱼二天三在禁睡。

i u pi3IJ磁 sã me sã zek m均 1

(他能三天正在不用锺觉。)

(24) 班望伊无爱去'你作呢辑?

部位 i bo ái k'嚣， 1m t80 ni mue? ? 
(如果他不要去，你怎么办?)

(施其生 2005 : 2) 

作为子句结构标记，黯语和台湾话的"说"都失去了动远的特征。不仅不能被其它语
法成分如钵标记或斟i毒修饰，主二功语和"说"之间也不能有停顿，也不能有其它语言成分
插入。

3.3 语法化过程
从一个有实在义的词发展到…个表语法意义的虑词是一个暂变的过程。刘坚等作者

(1995:163) 指出，极语的实词转变为E挂满有许多诱发菌素，包括句法位置，组合功能寻i起词
义变化等。铠白的分析义显示汉语许多介词，如"将"，多经自从动词进入连站式并处于

5 我请教了讲台湾语的几位朋友，都说台湾话也有类假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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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性减弱的状态，最后发起成表语法义的单位。潮语和台湾语"说"的谱法化可!;J.说也

是经师了梧似的过程。 C怡ppel1(将描版)在分听台湾捣语的"端"的各个功能时构架了这个

词索最化的几个蹄段(~下团表根据最#简化):

1. Le革ical l> 11. Lexic础I : Quotative > 111.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 
在alkabo珉， spe貌k sayi黯troduees quotation quotative mar趾rinSVC

dause(dir脱。，r indirect) (嚣emi-ωmplementizer)

Vl 嚣 sp就eb actverbs 
V2=kóng 

IV.Compl岱nentizerl V. Complementizerl主(+ broadened seope) 
sp饵eh act, pereeption 
eo伊隘on

sp岱eh act & pereeption 
emotio瓢，p，再ychi-verbs， stative verbs 

棍据棋上的梅设，第一个阶段的"搞n j走动词，表言模说义。 第二个防战的 u罐"仍
表动词义，眉接直接和间接班语. t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播"和主动词构成连动式， {旦
不是结构紧密的复合功诲，且主动i母必旗是言谈说英功词。这一阶哉的"擒"可!;J.分析为
为引语标记(quotative marker)，还没完全发展为子句结构幸运记，因为其表说话义还较明确，
比如钢 (25户"笑藤"可!;J.理解为"笑着说" : 

(25) 越健款蜻的武将共笨捷连是提作候面越者。

〈那些敌时的武将嘲笑他说，优应该被叫"推耐人" 0) 

到了第四个阶段， "端"的语义己抽象饨，表现为能跟思维和认知类动词如"想"， "知
道"结合，其功能仅作为联系主动词与子句的标m:

(26) 爸:啊我想主靠我唔截做善事。

在我以为我从来没做过善事。])

在最后一个攒段， "端"在专虚化程度进→步发展，体现为能与一般不带子句宾语的动词，

如情绪动词( "烦恼挣)以及心理动向( "欣喜"= "高兴" )等结合z

(27) 口有汝辑伊靡咯免篝欲纳钱就烦竭啊。

〈如果他〈雄了很多钱) .你知道他没有必要担心还钱〈房屋贷款)寸

Chappell 所假定的 u器"的谱法化过程其实很符合其它许多语言樊似的现象，从以上
潮语各~J也可辛苦击，这一分析肉样适用于潮语。我们可议用!;J.下霞若是总结潮语词素"哩n
由于句怯位寰的改变导致词义虚化进哥功能变化的过程z

气25)， (26) 和(27)均摘自 C加ppell (将出版)。原文例子还包括控丧和英文翻译a
普通话对译自本文作者提黯原文英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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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句:如例(14-15)

|名词性短语 I (:说"
(动词)

、.. 
i毫动句:如例 (16 -1η 

l 名词性短语 |动词 1 ( ..言谈说类动词" ) 

(如:间'说'叫'等)

动词 2 ( ..说" ) I 间接引语

(引语标记)
、.. 
复句:如例 (18-24)

名词性短语|动词 1 (非"言谈类动词.. ) I ..说"

(如:思维'认知'视觉，情戚类等动 I (子句结构标记)

词)或其它语法成分(如:副词'连

词'情牵动词'比较式标记'等)

四 潮语和台语的动词"看"的语义，语法功能和虚化过程

4.1 "看"作为动词
在潮语和台湾话中， "看"的基本用法是作为一个动词，并且是一个多义词。郑(1997)

和连(2005)对台湾话的词素 "kuaan严"看"的语义都作了极为细致的分析。通过对比，潮语
的词素‘t'oi"看"的语义范畴也极为相近。下面列出郑 (1997) 和连 (2005) 归纳出来的
"看"的各项语义7

1.视觉:看有'看无
2. 观看:看歌仔戏

3. 看守:看固仔

4. 阅读:看小说

5. 探访:看阿舅

6. 目的:看医生，看屠，看车

7. 观察:看情况，看形势

8. 按照(决定于)观察的结果:看情况才来瑞

9. 测试:看汝卡抑去吾去?

10. 认为: 我看伊不会闸参加旅行团。

4.2 "看"作为体态标记
在普通话和许多汉语方言中，包括潮语和台湾话，词素"看"都可以出现在动作动词

后，表尝试义，但各个方言的语法表现有所不同，如普通话的"看"一定要出现在重叠动
词之后，但潮语则不必，而台湾话在"看"之后要布一个语气词(参考郑 1997:111) • [动词+
看]可以单独使用，如， "食看"， "穿看"， "用看"，也可带一个小句，如:

(28) 食看有好食熬。

(吃吃看好不好'乞) (连金发， 2005: 120) 

7 为简单起见，例子只用汉字，连(2∞5)原文例子还包括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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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穿蜡件衫08番。.

始'el) t'Õl ki运 s哀号缸n m 号都豆豆

(试试这件息服看合适不令适。)

我们认为，尝试义的{动词4吟着1是一个结将紧糟的复合动词语挂单位，其表层结构可以
分析为连动式，尽管"餐"在这个黯法中是表语法功能，但其动词义还没有完全丢失， ey
以说是从自费试"义进一步发展而来的。道得提出的是，呈然尝试义的{动揭+看}后面带的
是一个子句， {应是"幸r" 在这里的功能不是子句结构标记，其露国是"辛苦n 不能省畴，而
作为子勾结梅标记则可以省略(请看下面讨论〉。…个更拥有力的制li正是，表尝试义的[动
渴÷辛苦l还可棋与子句标记 "11军 n 配合，如 (3的。在这里， u哩"可以省略， 在看"不能省

略，证费"咱"才是完全没有实词义民语法单位:

(30) 穿晤。旦)件衫日晤。。
ts'吗 t'oì (tã) ki暴瑞号amm 1)创B

(试试这件衣愚合适不合适。)

4.3 tt看"作为子句结构标语以及与"说"的区主导
前爵的。)和 (7) 棋i显示出英文的子勾补语 (complement clause) 结构辑记有两个 "that"

如 "weather/if'。两者不能棺互替换，而是有分工的脏别=崎that" 可以引出陈述补语子句，

陌 "whether.lif' 只南来引出一个问接疑{电子句。有趣的是，潮语和台湾语也有极为指献的
现象。在这两个方宫中，动词"说"功能类1W- "that" ，市均素"帮"则类但 "whether/if' 0 

也就是说，它可以理于动词后，引出一个蝇问子旬，如以下各棋1 (31 , 32 台湾活费i子搞自
郑良伟 1997:112):

。。 我爱如影(希〉老郎明年 beh 去 a 本持是美菌留拳。
(我想知道(看)老7年确年要去日本还是美国留学。〉

(32) 我爱调最(看〉你 beh 蝇本。

(我霉要调查(着)你要凡本。)
(33) 我问〈睡)伊爱来啊m嚣。

(我问(看)他要不要来。)

(34) 伊紫调查(鳝)边城物好龚啊口。

i a1 t'iau 邸'e 轩'在远) tsi ko mue? ho poi a mo 
(他是溺爱(着)这个东西好不好卖。)

郑 (1997)在分析台语"幸r" 作为子句结构标记的功能时指出， "看n 的子句必须是疑
问句。主动词，即母句动词必须是像"想知堪"， "揭查"， "问挣等求知性动词承扭，

如以上各销萧示。要指出的是， "说"子勾结构标记也能与这些动词结合，也能带一个疑
部子旬，谛义都都表未知而求知，求答案。但它轩的区别在于体载， "说"可以用于表巳
然，也就是表过去， "肴"只能用于未熬，也事草立是表将来。比如， (35匀)只能罔"咱"不能
F南f:J tt 踹

(35匀) 我尊昨宇臼?泻司伊3主皇爱来啊o 0 

ua tsau zek m吨 i 垂a1 lai a mai 
{我昨天碍他要不要来。)

(36) a.我明日间伊攘爱来啊l] o

飞la mazek m吨 i r垂a1 lai a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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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天问他来不来。)

更假得一提的是，在潮谱， "看"后面又能跟"说"，构成一个复合子勾结棒标边
"释说十子句" (而台湾话没有这…踊法)，其功能与"着十子句"裙絮，只能屑于未然，如
(36b) 和。窍， {旦虚化程度更为街惠。

(36) b.我费 a f!司伊鳝盟爱来啊口。

ua mazek 黯啕 i (t'oi) (瑞祖国 a mai 
〈我明天向他来不来。)

(37) 我想堕旦旦明日爱来啊口。
ua siõ t'oï tã mazek 副 lai a mai 
(我想想明天来不来。)

4.4 "藩"的靡住过程
前圈提过， 自说"动i毒发藏成谱法结构标记是一个跨语音的普遍现象，祝语一略方宙

中也不倒势，对比现象己有一器研究{郑 1997， Ch叩'pell 将自版， Wu 2004, Chui 1994，施
200窍。船"看"作为子句标记还是极为少见的现象，宠少在汉语方言中是这样。因此，
有关这个现象的研究文献基本箴空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潮谐和台湾话的"看"共时的各项语义和语法功能可且说构成了
一个从3比别虚的连续统(∞ntinuu时，从表必须通过视觉涌进行的强动件义逐步变成功作又
相对弱的观察义到动作义更腾的认知义。这个过程是一个谣义运步拾象化的过程e 这个藏
化过程进一步发展到"看挣能排为…个谱法标记，陷于动i毒后，表尝试义。这个分新也可
从现代议语得到锅证。刘坚等撑着(1995 :165) 就捧出，汉语的尝试义是从动词"奉告"演变
黯来的: " t看'自视觉动作横变成泛指的‘溺试'，词义开始抽象，为其语法化巍烧了

基磁en 弟i坚等作者结出于西两个例子，指出， "摸着"和"捧着"是"摸试"和"探
氓"的意思。

(38) 妇怪不语，以手提蠢，谓地口肿。

(39) 施功既吃'粪塔如初'在大塔南二步'婆罗门不馆是粪'弘手墨叠'遂作一孔。

他f门指出， "看"从"瞧视"义变成表示一切感官割试动作提使其笙合关系，器法功
能相应变化:自作主要动词带冀诲，变为依黯子主要动词茹不带宾语。语义撞象先达数i一
定程度后引起词义崖化，最终使之变成表尝试义的谱法单位。在潮语著白台湾话中，
的另…个语法功能， HPi字子句结构标记，是否是从尝试义进一步发展商来呢?还是两个诸
法先过辑是并仔的?这雪还有待进…步的调查研究。但从其专门的功能(即只能用于"求
知N 疑胡子句)看来，第一个解将似乎更有道理，其原回娃，从情态意义看， "尝试义"
和"动词÷看÷疑问子句"都只能用于未然，也就是说，只能用于未发生的事件:从谓盘上
看， "尝试义"和"动词+着十疑问子旬"都有"未知陌求知"的含章。不言商喻， "赞试
义"就是要要通过尝试后，得出结果，而[功词÷看+疑j问子句:也要通过问诲/调查/思考之后得
到静架。但由于"尝试义"的"着押不能省略萄[动通÷着十疑部子每]的 u看n 可在i省略，
说鸭子句结辑的在看n 是词义进一步虚化的结果。 tl看掉的虚化过程可以报构为透过以节

几个黯毅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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篝学句

|叫她语 1 (~毒"
i(动诗}

!阴阳制)

连动句:

广五百在提语 i 动词 1 (动作动词)

‘' 
主句:

名词性报语 |动诗 1 (问海类动诗)

动词 2= .. 翁"
〈尝试义林记)

〈‘看)
(子句结构栋记)

五结论

(子句}

子龟

本文讨论了潮语程台湾话两个词紫 u说"和"看"的语义，语法功能以及作为子句结
构标记的虚化过程。我钉的语料和分析握承出，在两个方言中， "看"作为子句结构标iG
有其与"说"不陀的功能: [动词+"说" ]可带陈述子句和间接疑问子句(吕然)，但[动词+
"看" ]只能用于间接挺问子句(未然) .也许这是因为 u看"的自测试义"在一定程度上还
保髓。从语法化角度来看， "说"的虚化程度巳锻细鹿，需"看"还没有完全虚化，其根
据是"说"能句很多非表言谈义的动词和非动词的语法成分搭配，而能与"辛苦"搭配的主
句动词但限于海间性厦的动i也要客指出的是，潮语还发攘出一个由"蟹"和"说"构成的
复合子句结构标远，鼠然功能跟"藩"相钮，但其虚化程度比"看"更彻底。

我们的分析也衰弱，"说挥和"看弹的语法化所经由的过程非常符合议语…些实词谱法

化的现象，随从词义逐步变化(抽象化}引起句法位置能改变(进入连动式3 而最终导致意义
颖功能离方面的揭露转变。

动词"说弹发展成为引潜标记是…个非常普遍的跨语言瑛象，但动词"着押虚化为能

带一个疑问子句标记是较少见的现象，然而这个用法部存在于商器和台湾话中，是两个方
出白一颜的一个树证。对"着"的分斩完疑也为子句结椅标记来源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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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words for "say" and 
"see" in the Chaozhao dialect and Taiwanese 

Southern Min 

XU Huiling & Stephen MA TTHEWS 

Abstract In Sinitic 1叙18uages，部 in many language group嚣， "say" verbs undergo 
grammaticaliz础。nas ∞mplementizers in 也e context of serial verb ωns往uctions. However, a less 
well known phenomenon i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隅"部 a s∞ond COI盟plementizer.
Chaozhou dÎal郎~ts as well asτaiwanese Southern Min exhibit both these pat能ms， with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say" 部 aωmplementizer selects ei也.er realis or irrealis complements while "soo" 
嚣pec出cally selects irrealis wh-complements. 

In this paI阳 we describe the semantic domains of "say" and "Si隅"and at比mpt to formula部
位le pathways of their萨ammaticalìzation. Wherea.s "say" is fully gram组atiωH捣乱 "see" is less so. 
However,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like var如us Sinitic function words, the two follow the same 
s如lC蚀ral template, in which a serial verb ∞nstruction undergoes reanalysis. 

While 也e granlmatica1ization of 飞ay" is more common in Sinitic lang础ges， "s饵" as a 
complementizer is not attested on other Sinitic languages, which sugges怨 it may be a distinct 
granlmatical fì侃知re of the Min dialec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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