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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語早期文獻所見的“等"字旬*

要~ 1章

復旦大學中文系

提要 本文主要討論晚明吳語文獻《繡櫥野史》一書所見“等"表給予、使役、被動的

三種語法功能，認為今天零星分佈於南方方吉的三種不同的“等"有著文獻上的來源，至少

可以追溯至四百年前的早期吳語。

關鍵詞 早期吳語、等、南方方言、吳語語法史

一引吉

據《現代漢語八百詞>> (增訂本， 166-167 頁)，現代漢語的“零"字主要有兩類用法:

(1) 用作動詞: (a)表示等候、等待，如:他正等著你呢|你等等我; (b)用在“等+動/小
句[+的時候(之後、以後)]"的結構中，如:等下了雨就追肥|等吃過飯再去。

(2) 表示列舉未盡或用在列舉之後煞尾，如:唐代著名詩人李白、杜甫、自居易等|中

國有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等四條黃河。

“等"在漢語史上還可以用在指稱詞後面，如:公之等《史記﹒日者列傳>> I 此等快快，素不

服官《南史﹒恩{幸傳));或者表示類似的同動詞常用與之相呼應的助詞，比如:皆如編發等雌Jtt詰

紹 0. 1:)) (參看呂叔湘 1982:159; 太田1至夫 2003:102 、 182) 。
本文旨在討論吳語早期文獻所見的一類特殊語法現象。吳語完整的文獻資料，最早可以

上推至明代晚期，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明末馮夢龍(1574-1646)所輯《山歌))，以及《六十種曲》
中若干南戲的實自(梅祖麟 1998:69)。此外，還有一些吳語區的文人用官話寫成的白話小說，

由於作者的方言背景，這些小說帶有不同程度的吳語成分。著名的有馮夢龍的“三吉"、波

濛初(1580-1644)的“二拍"、韓邦慶(1856-1894)的《海上花列傳》等等l。其中還包括一些文
人所作的麗情小說(部分作品作者已不基可考)，例如錢乃榮先生(1994)介紹的《肉蒲團》、《繡

樹野史》和《浪史奇觀))，寫作時代為晚明至清初。本文就將以《繡搧野史)) (以下簡稱《繡)) ) 
中所見材料為主，探討早期吳語襲“等"的幾種語法功能2。

《繡》書題為情顛主人著，實為明代斯江余姚人呂天成(1580-1618)所作3，有萬曆年間刻

.本文初稿完成後，曾蒙劉丹育、游汝傑、張誼生等先生賜閔並提出修改意見，道此致謝。文中尚存錯漏，

則由作者負責。

1 石汝傑、宮囚一郎(2005:824-847)附有吳語早期文獻資料的詳細書目。

2 我們見到的《繡搧野史))，是台灣經聯出版專業公司出版的民團四年上海圖書館排印本，本文所引的倒句

後括弧內的數字表示所在頁碼。明顯訛誤之處，我們隨文校改，恕不一一注出。由於《繡》記錄的是某種早

期吳話，方吉詞較多，故下文在討論“等"字句時，必要時會對有些典型例旬的上下文及句義作些說明。

3 據l白人王騏德《他律》卷問: “勤之(按:呂天成字勤之)童年便有聲律之嗜，既為諸生，有名，兼主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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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者于萬曆三十三年(1595)開始創作此書4。從錢先生(1994)的研究以及我們的考察來看，
《繡》大致反映了北部吳語某個方言的早期面貌，故而《繡》作為早期吳語的文獻資料是可

信的。

二 《繡攝野史》中“等"的三種用法

《繡》一書篇幅不大，但卻記錄了豐富的吳語詞彙。其中有個非常突出的語法現象，就

是有大量的“等"字旬，這些“等"字句可分為三類: “等 1" (表給予)、 “等/' (表使役)、

“等 3" (表被動)。下面分別加以討論。

2.1 表示給予義的動詞或介詞(等 1)' ((繡》共 4 見。例如:

a. 把+Nl+等+N2+V

@ 你肯再把阿秀等我弄一弄罷。 (44 頁;把阿秀給我弄一弄)

@ 後頭要把母豬等你殺完了，我們兩個螺子要等你騎了，才算報得完哩。 (97 頁)

從句式看，上面兩例均為處置式。吳福祥先生將近代漢語的廣義處置式“把+NI+V+N2"

(此類處置式的述語動詞所表示的動作涉及兩個論元，語義上處置，性較弱)分成幾個小類，其

中有一類屬於“處置(給):把 Nl 給與 N2" 的結構(參閱蔣紹愚、曹廣順 2005:354)。例如:

(1)善知識將佛法菩提典人，亦不為人安心。(神會和尚語錄，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

了性壇語)

(2) 其將天人(女)施沙門，休把嬌委與菩薩(敦煌變文集，維摩詰經講經文)

這兩例中的“與"用作表給予的動詞。下面幾例屬於“處置(給〉把+Nl+與+N2+V" 的句式，

其中的“與"可以理解為介詞“給" : 

(3) 我將馬王與聖子乘。(佛本行黨經;把馬王給聖子騎)

(4) 師曰:將飯與闇梨嘆底人，還有眼也無?(祖堂黨，卷 4. 丹霞和尚)

(5) 將飯與人噢，成恩則有分，為什摩卻成不具眼去?(同上)

(6) 我而今窮乏，你那鹿肉將與我，我把這兒子與你去。(元朝秘史，卷一;把兒子給你

拿去)
(7)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養膽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醒世

恆言，卷 33 ;把錢給女婿作本)

J馬春田先生(1991: 19)認為，例(4) 、 (5)即“將飯給閣梨吃"、 “將飯給人吃"的意思，此處

“與"可由介詞“給"替代。關於兩句中“將"的旬法性質，梅祖麟先生(2005:168)是把例(4)

看作“ V(NP2)與 NP1V" 的句式，認為“將"作動詞。如果“將"作動詞(相當於動詞

“拿" )，就和下文所舉的“與"字句(兼語句)同屬一類。從句式和語義上說，把這兩例的

“將"看作介詞也並無不可。

上引《繡》中的兩側處置句也是“處置(給):把+Nl+與+N2+V" 的句式， “導"相當於
“給"。其中例@是兩個並列分句，從句式和語義看，前一分句當然應理解為處置句:後一

分句其實是省略了“把"字，完整的旬子應該是“要(把)我們兩個驟于等你騎了"，此時

詞。與余稱文字交二十年，動之製作甚富，至摹寫麗↑青華夏語，尤稱絕技。世所傳《繡搧野史》、《閒情別

傅))，皆其少年遊戲之筆。"

4 參看(( (他品)校控)) (且天成撰、吳書蔭控注，中華書局 1990 版)附錄三“呂天成和他的作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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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相當於“給"。

b. 兼語句式:

@ 你如今只是來了等我吃還使罷。 (31 頁;給我吃倒還罷了)

@ 我怕你病，安排樂來等你吃，你倒耍自死。 (49 頁;安排藥來給你吃)

試比較下面幾例“典"的用法:

(1)可耐伊家之恁村，冷飯拿來與我吞。 o青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冷飯拿來給我

吞)

(2) 你可將一壇酒來，與我吃了，做我不著，捉他去見大尹。(警世通言，卷 28 ;拿一

壇酒來，給我喝了)

(3) 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吃。(水滸傳， 16 回;就賣一桶給我們吃)

2.2 表示使役義(等 2)' “等 2'，在《繡》中共出現 20 多次。
a. 表示“使、讓"

@ 少不要擱在大襄肩頭上，等他看看也動情。 (11 頁;使他看著也動情)

@ 且拍開等我看一看。 (28 頁;讓我看)

b. 表示“容許、聽任n : 

@ 狗忘八，你倒等他罵我麼。 (94 頁;容許他罵)

@ 又把自家腿壓在兩隻腳上，不等他動。 (60-61 頁;不許他動)

@ 原來是大嫂捉弄我，快些等我拿出來罷。 (62 頁;容許我拿出來)

例@說的是金氏、麻氏二人爭酷，東門生對麻氏讀罵其妻金氏無動於衷，於是金氏怒斥

東門生，說“你倒等他罵我磨"，此處“等"無疑表示的是“容許、聽任" ;例@是說金氏
將自己的腿壓在麻氏的腳上， “不等他動"的意思只能是不允許她動，而非“不等著她

動":例@說的是麻氏請求金氏允許自己將緬鈴取出，這裹的“等"也只能理解為容許。

2.3 表示被動義的介詞(等 3)' 此類“等"用例最多，在《繡》中共有近 30 例。下面略舉數
例討論:

。 你去見他，笑他怎麼這等沒用東西，直等我安排的討饒。 (21 頁;被我安排得討饒)

@ 阿弟差了，阿嫂等你戲了，就是你的老婆一般的了。 (56 頁;被你戲)
@ 奴家恨他，因此騙上了你來，等我丈夫戲還哩。 (79 頁;騙了你來，被我丈夫戲還)
@ 我有個道理，只不等麻氏曉得了。 (80 頁;只是不能被麻氏知道了)

前三例為“N1+等+N2+VP" 的句式，從語義闖係看， N2 是 VP 的施事:若 N1 是 VP 的

受事，就是典型的被動句式， “等"貝IJ為被動標記:若“等"是等待義的動詞，此句便是連

動句式，這時 VP 的所指必定是未然的，因為是 N1 等特 VP 的發生。就例@至例@在《繡》

中的上卜，文來看，這三例的 VP 都表示己然。例@說的是金氏悠忌東門生去當面取笑趙大里，

笑他反被金氏戲弄。 “戲弄"已經成事實了，動作已經結束， “等"當然無法表示等符:例
@是東門生的話，他對趙大襄說，既然“阿嫂(指金氏)等你戲了"，那麼“(阿嫂)就是你的老

婆一般的了"，這里“戲"的動作已發生，所以“等"也只能是個被動標記:例@從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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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同樣也是在麻氏被東門生“戲還"之能金氏對麻氏說的話， “等"也是“被"的意思:

例@也不能理解成“道理(辦法N1)不能等著麻氏(N2)知道，'，而是“辦法不能被麻氏知道"。

下面幾例《繡》中的“等，'，同樣當作“被"理解:

@ 等他拖出做了一根尾耙也好。 (43 頁;被他拖出)

@ 若等他有些觀起帶出，就倒興了。 (25 頁;被他帶出)

@ 這樣小官人，等我一口水吞了他才好哩。 (3 頁;被我吞了)

三其他歷史文獻里的“等"

《明清吳語詞典>> (石汝傑、宮田一郎 2005: 127)的“哼"字條下列有“讓、使"義項:

@ 月公道: “我徒弟自有，徒蒜、沒有，等他做我徒孫吧。"就留在寺中。(型世言， 30 
回)

@ 如此說，相公請坐了，等我一頭斟酒，一頭說便了。(黨人碑， 9 齣)

@ 我今日呦勿要開啥牢店哉，且等耳朵襄靜辦勾日把介。(報恩緣， 15 齣)

@ 明朝要到上海去住格兩日， ......等倪散散心看，勿然是坐勒屋襄向，倪頭腦子也漲

格哉。(九尾龜， 24 回)

《詞典》所謂的“吳語"主要是指蘇南、上海及斯北地區的方吉，即為廣大的北部吳語

方言(石汝傑、宮田一郎 2005:前言 5)，但因《詞典》未岐《繡》一書，我們就無法從《詞典》

暸解到“等"在四百年前的吳語中的完整用法。《繡》的刊行稍早於《型世吉ìì (初刻T崇禎

年間)， ((繡》的材料除了提供了“等 2" 更早的文獻用例，更說明了“等"在晚明吳語里還可
以兼表給予和被動。

再舉個一百多年前蘇州話的“等 2" 的例子:

@ 就來仔末，等佳。朵亭子間里吃。(海上花子IJ傅， 21 回;讓他們在亭子間里，乞)

F面一些元代以後文獻中所見“等"，一般認為都是表使役的“讓" 5 

@ 貝 IJ 著他背狗皮號令在長街市，也等那一輩兒狗先狐朋做樣子。(殺狗勸夫，四，尾煞)

@ 梅香，休要吵鬧，等他歇息，我且回去咱。(倩女離魂，三，鬥鶴鴉;讓他歇息)
@ 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槍素練憊，等他四下襄皆瞧見。(竇娥冤，三;

讓他瞧見)

@ 你不曉的意思，等我解與你聽。(漁樵閒話，一;讓我講解給你聽)
@ 老夫一生辛勤，持這銅門兒家計，等他這般廢敗，使死在九泉下也不瞋目! (東堂老，

棋子;家當讓他如此廢拜)

@ 還要分付後槽，將這廝收的好者，不要等他溜了。(生金閣，一:讓他溺 T)

@ 兩位姐姐，看得高興啊，也等我每看看。(長生殿，窺浴;也讓我們看看)

其中例@可理解成“(家當)任由他廢敗"，這時“等 2" 表示“讀'，;但也可以說成“(家

當)被他廢敗"，那“寺"就相當於“被"了， “他"是“廢敗"的施事， “家當"是受事。
這點頗類似於“與"、 “給"由表使役向表被動轉化的重新分析(可參看江藍生 2000、蔣紹

屆 2002、梅祖麟 2005 等先生的論述)。

5 秒IJ11J引白李崇典等(1999:74)、王銀(2005:77)及許寶華、宮田一郎(1999:“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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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幾個宋元(明)以來江南白話小說中“等 J 例于，如:

@ 秀才不嫌家問清薄，搬到家下，與老漢同住幾日，隨常茶飯，等老漢也不寂寞，過
了歲朝再處。(二刻拍案驚奇 .11 回;使老漠不寂寞)

@ 塔下必有寺院，院內必有僧家，且等人走走。(西遊記 .28 回;讓人走)

@ 其嚷，其嚷!等他抬! (西遊記· 84 回;讓他抬)6

例@、@顧之) 11 (2000:42)曾引過。顧先生認為， “‘等，在‘等待，義的基礎上虛化山

‘使'、 ‘讓，義"。例@的上下文赴當時三藏、孫行者等人都已經在被人抬著走，孫行者
說“等他抬"， 意思就是“任由他抬"，當然也就無法理解成一般意義的“等"。這應該

赴《由-遊記》中吳語成分的反映7 。

四 《繡搧野史》中“待"的語法功能

《繡》中除了可見“等"表給予、使役、被動的用例以外，同樣表示等待義的“待"也

有不[j“寺"平行的三種用例。比如:

4.1 表示給予義

@ 今夜晚他來待你伴伴，做過創婆婆用。 (71 頁;給你作伴)

此旬的上 F文是說，金氏將其夫東門生收藏的幾幅春意圖擺出，供麻氏觀賞，這句話是金氏

對麻氏所說。這寰的“他"實指那些圖畫見，此旬當理解為“今天晚上(這些圖)給你作伴"。

4.2 表示使役義
a. 使、讓:

@ 你便說說我聽，待我發一發興。 (6 頁;讓我發一發興)

b. 容許:

@ 今晚你不待我出去，我定要去了。 (23 頁;不容許我出去)

@ 如今待我自家記數。 (21 頁;容許我自己數)

例@是金氏對東門生所說的話，意思、赴無論丈夫容許與否，她也一定要出門。此處“持"明

顯相當於表容許的“讓" ;例@的“待"同樣是要求允許的意思，而非等待義。

4.3 表示被動義

@ 不想今日待我解了裹腳，在此捏弄。 (14 頁;被我解了裹腳)

@ 我的心肝，待我咬落了才快活。 (21 頁; (球兒)被我咬落)

6 “三吉

系文獻大致可信其依據f汗下京與臨安之口語" (刊《漠語語法論丈集》增訂本. 70 頁).故應帶有江南白話的成分。

《問遊記趴《全瓶梅》等幾部小說也都多少帶有吳語和江推官話的成分(可參閱蔣紹風 2005:327-336 的評述)。

近來頗有學者從音韻演變、詞彙、語法結構諸多方面討論吳語與江准官話之密切關係，可參看李小凡、陳寅

賢(2002)，魯國堯(2002 、 2003)，袁毓林、王位(2005)等學者的相關論文。
7 參閱章培恆《百l叫本(商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 <<社會科學戰線)) 1983 年第 4 期， 3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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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 F文看，例@所說“解囊腳"的動作已經完成，而不能是“等著我解了裹腳，'，因此

“待"不是等待義，只能看成被動標記:例@的意思當然不能是“等著我咬落"，而應該理

解為“被我咬落
《明清吳語詞典)) (115 頁)也列了早期吳語表“讓、使"義的“待" : 

@ 至lJ 叫我是跟頭!也罷，站定了，待我破一個與你看看。(續白球， 3 黨 2 卷)

@舒大少，吱吱吱吱可不像是老蟲叫麼，待我去捉只貓來。(續海土繁華夢， 2 集 14

回)

同樣，受材料的限制， <(詞典》也並沒有給出早期吳語的“符"表給予、被動的例于。

《繡》及其它吳語文獻出現和“等"字語法功能平行的“待"，有兩種可能一、在《鏽》

作者的方吉裹，“待"和“等"一棍的確有給予、使役和被動三種用法。三、“符"、“等"

之間只是簡單的詞彙替代，後者是當時的口語詞，而前者則略帶書面語的意味。我們知道，

從漢語史看， “待"表示等待義要比“等"早，而且自中古以後直到現在，兩者間文盲和口

語的對比色影遺較明顯。現代方吉中“待"不常用，也似乎未見和“等"相平行的特殊用

法，其語法功能的演變自然也就無從談起。所以，我們傾向於第二種解釋，即認為“待"字

旬的產生只是“等"字句類比的結果。

五現代南方方吉裹的“等"

既然《繡》反映的是早期吳詣，那麼上述“等"的用法自然會在今天的南方方言里有所

表現。下面分類舉例8。
(一)表給予義的“等 1"

黎川(穢語) :我個車子壞了，汝等 [tE:IJ44] 我整一下好磨你給城修一τ好嗎(引介受益對象
“我" ，相當於“替、為" ) 

高安老是周家(曹語) :你等[ten42]替我寫封信|我使企良等替我買個一雙鞋子
萍鄉(論語) :這件事等恨35] 伶你做(連動句式)1 我等嘎講一本書我給T他一本書(雙賓語結構)

石城(客家話):街上個屋稅等[t:m31 ]糧管所呃街上的房子但給糧管所 r(用作後助動詞)1 到來膺卅
呃時打個電話等催到 T廣州的話打個電話給我(與格句式)1 拿杆筆等渠拿支筆給毅(與

格句式)

(三)表使仗義的“等 2"

常州(吳語) :東西你放勒過頭，巴，等[tdIJ55]我來做你把東面放那兒吧.護我來做
常熟(吳語) :龍頭lE24 哉，等[t呵呵渠去ffi24 你別弄 T ﹒讓他去弄

湯漢(吳語)::等[nai53牛52]渠歸去擾他回去

.t:底(湘語) :他不聽話啊，等[te51 ]我來囉|先生起介身哩啊，等我到隻講台桌子高襄坐一
下~哇老師走T' 富農技到講台上坐坐。此外，還見於湖南長沙等湘語。

萍鄉(請語) :等他去哭，不要齒答理他。另外還見於江西蓮花、高安老屋周家、宜春等精
告五 • 
.口

貴陽(西南官話) :等[tan53 ]我看下據我看看|等他先學到讓他先學荐，以後再...
成都(西南官話) :不聽勸告的人，等[t::m53]他去碰壁|不免將我玉姐喊來，等他去看看可

B 以下所引方吉材料，主要來自《現代漢語方吉大詞典)) (李榮先生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各分卷本，許寶

華、宮叫一郎(1999). 伍雲姬(1998). 李如龍、張雙慶(2000)且是錢乃榮(1992)，其餘來自作者自己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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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得活否(J'I 劇傳統劇目彙編，第四集)

康卅(粵語) :等 [t呵35]我梯下讓我看看!打開視窗，等喲新鮮空氣入，黎讓新鮮空氣進來

(三)表被動義的“等 3"

湯溪(吳語) :個碗等渠打打破那個苟且被他打碎了|些酥餅等渠個農買買了那些酥餅被他一個人賣光了|

等大水頭橋街街走那座橋被大水沖走了9
街叫(吳語) :其等 [t::m45]我敲勒兩記他被我打了兩下
株洲(湘語)(參看伍雲姬 1998:3 '缺例句)

南昌(蜻語) :碗等[ten213]我搭摔碎了|腳踏車等人家偷潑了

萍鄉(積語) :我等渠打嘎一餐我被他打 7-~Ji IO
平江(積語) :他等[ten324]狗咬了一口。另外還見於江西永修積語。
江西石城(客家話) :水牛等賊枯偷走水牛被賊倫71 水缸等大細口[t~]打爛口[th;}u]水缸被小據打破

71 買電視機個票t;}等恆跌口[f叫]那座橋被大水沖走了
江西土猶(杜漢)[能42] 、福建武平(武東)[te](客家話) :但尊瘋狗咬哩一口他被瘋狗咬了-口

可見，三種用法的“等"在吳、湘、西南宮話、客車費、粵語等南方話襄有著不同程度的

分佈。
如果能注意到更多的早期吳語的文獻資料，對方言虛詞的探源工作也會有所幫助。如戴

昭銘先生(2003 :91-92)曾提出:吳語區諸聾、 l蝶蝶縣(崇仁)的“得

州的“等"這幾個被動標記都來自於動詞“代"， “得"是“代"的促化， “等"由韻尾[n]

在例句“等我"的[IJ]聲母逆向化而來(“代"如何能變成蝶縣太平話的“帶，'，戴先生未作

解釋)，理由是斯江天台話擎的“代"有“替、給"的意思。誠然，虛詞作為一個封閉類系統，

其音韻變化往往會比較特別，就吳語而言，的確有眾多弱化、促化之類的音變，然而正是由

於虛詞系統音變複雜、容易產生例外，我們在虛詞探源時就要慎用所謂“音變規則"。說

“等"由“代我"的韻尾變化而來，無法用系統內的音變規則去驗證: “等"出現的環境很

多，故而不能單憑一點作此推測，況且“代→等"也不只是韻尾的演變，它涉及到整個韻母

的音變。我們認為，既然早期吳語有“等"表示被動的明確用例，還是應該將衛州話被動標

記[t;}n45]的本字定為“等"llo

六餘論

6.1 <<繡桶野史》作為晚明吳語的一項共時資料，它反映的是 400 多年前某個吳語方言的語

法現象，即早期吳詣的“等"可以有表示給予、使役和被動三種用法。

從《繡》顯示的方言背景和現代漢語方言的分佈看， “導"三種用法的出現也許最早在

南方開始，興起于江斯、江西一帶12。上文所引的元雜劇各例，均來自趙琦美脈望館《古今
雜庫的的明抄本，或是明代戚晉叔的《元曲選)) (序作於 1616 年)，缺乏可信的元刊本，故而

這些“等"字旬的形成年代只能大致定在明代，說它們和晚明吳語的“等"有闕，應該沒有

9 上司|“等"字旬在李如輯、張雙慶(2000:67)用的都是介詞“約" (同音字L 據該文作者曹志耘先生的描述，
在湯溪話里，這只“約"字句都可換成“等，\

10 <<萍鄉方吉詞典))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8 版)只列了表使役的“等"，但根據我們的調查， “等"在萍鄉

話實際上還有表給予和被動的用法.

11 戴先生(2003:92)認為吳譜表“替、給"義的介詞“搭/脫/得" (吳詣的“得"和“等"有相似的語法功能，

“得"的用法在湘語裝也能見到)也是從“代"演變來的，這些虛詞的來源如何，還應作進一步考察。

12 現代北方話罕有此類的“等"，但也有例外，如何南話有“等 2" 的用法(顧之川 200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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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3。梅祖麟先生(1988; 1998)曾討論過完成貌助詞“著"在白話文獻和現代方言的分佈，

認為“著"萌芽於江湖地帶，而後散播到吳、湘、聞語及西南官話當中:南、北方吉在完成

貌助祠的發展史上有所不同，北方話的“動+了+寶"作為完成式的標準句型的年代，和《大

慧吉》中“著"字作為完成助詞出現的年代密切銜接。 “等"表給予、使仗、被動的三種用

法可能不[1完成貌助詞“著"一樣，至遲在明代出現於江南，然後向其他方言區傳播。
受材料的限制， ((繡》中未見“等 l" 在處置、兼語等旬式以外的結構中出現，但就客輯

方言的資料來看，我們或可推測早期吳語的“等 1" 也可用於與格、雙賓等其他句式14。早期

吳語“等"的語法功能，應和晚唐五代的“與"字相類似(梅祖麟 2005:167-168) 。

“寺"的三種語法功能之所以能在南部吳語、客輯、湘語襄保存較完整，大概是因為古

江西在地理上有“吳頭楚尾"之稱，而湘、輯、社rr地區的方吉在古代又有密切聯繫(游汝傑

2000:107; Nonnan 1988, 1995:174-200); 另外，也可能跟該地區受官話成分衝擊相對較小有
關。至於:1t部吳語、阿南官話、粵語的“等"只能表示使役，是原本就無其他用法的“哼，'，

還起受官話的影響而後來消失了?現在還不容易斷定。

6.2 不少研究漢語語法史的學者已經談到“民黨在怎教"等動祠的語法化問題li 而“等"

字的特殊用法學界似乎還未及注意。這一方面是由於目前所見歷史文獻，大多只能反映官話
的語法史:另一方面也因為對各方言早期資料的發掘尚顯不足，方言語法史(尤其是吳語語法

史)的探討還有待深入展開。就吳語的文獻資料而言，諸如《山歌》之類的早期蘇州話的材料

大家比較關注，而同時代(甚至更早)的、其他吳語地區的基本資料也還亟待利用。本文的工

作，主要起從《繡搧野史》所見材料出發，分析早期吳語里“等"的特殊用法，將現代南方
話的相關語法現象追溯至四百多年前的明代。至於等待義的動詞“等"在早期吳語為何會有

類似於“給"的語法演變，背後的演變機制如何，本文沒有涉及。給予義動祠的典型用法是

帶兩個名詞性論元，一表受事，一表與事，而“等"表給予的用法在文獻里不見典型例旬，

也不符合演變機制，如何會發展出給予義?目前似乎還沒有圓滿的解罪鞏固待以後再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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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ng 等-sentence in early Wu Works 

ZHENGWei 

Abstract In this pape丸也e author discusses the syntactic functions of the deng 等-sentence

as revealed by historical works of Wu dialect. We fmd 也at the word deng 等 was used as the 
marker of dative, causative and passive s仙ctures in Xiuta yeshi 繡搧野史， one of the early Wu 
works. Then, the relative phenomenon which appears in modem south dialects including Wu, 
Halcka, Gan, Xiang dialects etc. can be dated 企om early Wu dialect in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early Wu dialect, deng 等， south dialects, historical syntax of Wu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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