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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吴语的旬法类型特征
一一见于西方传教士上海话、宁波话、温州话课本*

林素娥
上海大学中文东

提要 →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吴方言课本语料表明，早期吴语即为话题优先典型的方

言，突出表现在受事话题结构分布广，与话题优先典型特征相和谐的句法表现还有:处置句
发达、采取"基准十比较结果"的差比句、处所题元前置、处所后置词活跃等。该研究表明:
话题特征可以作为方言句法类型比较研究的基本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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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角度来说，方言是方言区人们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它一般只有口头形式，没有

书面形式(除粤语外)。在这种自然口语中，句子的基本结构受语用因素支配，以话题说明
来组织句子十分明显。如:

拉现在春末'乡下种田人要一日忙一日哉 S1 '起初末'耕田 S2 '后来末'散种'老插秧
S3 '是重歇两日有好收成也 S4 0 (Shanghai dia1ect exercise191O, Lesson 10) 

上例为复句，共四个分句(S1-4)' 前三个分旬，都以时间词"现在春"、 "起初"、 "后
来"为叙述的出发点，为后面的说明部分提供时间范畴，它们也是说昕者己知的或通过语境
可推测的，即话题，而说明部分则是说者要表达的目标，也是听者未知而需要特别留意部分:

上海话"末"粘附在话题上，标注话题的句法性质。

话题一般都出现，但主语却可以不出现，如上例中 S2-4 主语"乡F种田人"都承前省略，
S2 、 S3' 若没有话题，则影响表达。可见，话题在上海话句法中的重要性。

话题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 Chao(1 968)提出以话题一说明代替主语一谓语分析

汉语句子结构的观点之后， Li & Thompson(1 976)更明确地提出话题属句子成分，是具有类

型学意义的重要参数，世界语言可分为注重主语型(英语)、注重话题型(汉语)、主语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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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重型(日语)、主语和话题都不注重型(菲律宾语)等囚类。他们的研究突出了话题在语言
类型学中的重要地位，也使话题成为国际、国内语言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尽管对汉语话题
性质仍有不同看法，但汉语为话题优先语言观在语言学界得到普遍认同1，汉语话题属于语
法成分，它是分析汉语等话题优先语言句子的必有成分。

话题特征在汉语方言内部具有典型度不同，徐烈炯、刘丹青(1998)运用吴语上海话语料，
得出吴语是比官话话题优先更典型的汉语方言。他们着眼于话题特征本身的经验描写，提出
上海等地吴语属于 STV 型发达的语言，也是一种最弱的 svo、 SOV 倾向最明显的方言。这
与桥本(1985)的研究有些出入，桥本从地理类型学角度得出:吴语像闽、粤、客等南方方言
一样，是一种 SVO 强于北方官话的方言。那么这种不同，到底是国为吴语历时演变造成，
还是研究者观察的理论视角不同造成的呢，结合吴语早期语料献，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疑

问。

十九世纪下半期至二十世纪上半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及日本商人，编写了不少吴方言课
本、语法书等，这些著作是进行方言一百多年历时澳变研究的宝贵资料(游汝杰 2002)。本艾
拟选取上海话课本(5 本)、宁波话(1 本)、温州话(1本)观察得出:一百年前的吴语就是→种

话题优先典型的汉语方言。所选课本分别为:

Benjamin Jenkins,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1850. (记作 "BEI850" ) 
F. L. Hawks Pott, D. D. (卡航济)，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ì，己 11: "F. L1 907" ) 
D. H. Davis, D. D. , Shanghai Dialect Exercises, in romanized and character, with key to 

pronunciation and English index 1910. (记作 "D. H. 1910" ) 
DR. R. A. P ARKER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in Romanized & Character with key to 

Pronunciation 1923,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记作 "DR. 1923" ) 
王廷在增补实用上海话民国二十九年(记作"王 1940" ) 
P. G. Von Mollendorff, The Ningbo Colloquial Handbook ( ((宁波方言便览)) ),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282p, 1910. Ningbo. 此书实际写于十九世纪末期。(记作
P. G. 1910) 

P. H. S. Montgomery, Introduction 10 the Wenchow dialect,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93. 
(记作 P. H. 1893) 

一吴语受事话题旬分布广
及物结构(transitive structure)中受事优先充当哪种句法成分，由语序类型决定。普通话

是话题优先的语言，受事成分往往受语用因素影响，可选择作话题或次话题。如"这碗饭我
吃完了"，肯定陈述句中及物动词"吃"的受事"这碗饭"是确指的对象，是己知信息，易
于在句首作话题， "我吃完了"则用来说明话题，这种"受事话题-说明"的结构，体现了

汉语话题优先特征。

吴语上海等方言中，这种受事话题旬使用更常见。普通话常用的见面问候语"吃(饭)了
吗"，上海话最自然的表达是"(侬)饭吃好口伐? "。刘丹青(2001)指出，上海话受事话题
句高达 113 5.虽，→般多分布在是否问句(如"侬钢笔有口伐" )、反复问句和否定陈述句中，
而特指疑问句、反意疑问句、肯定陈述句等大多使用 vof吾序。钱乃荣(1997)也分别指出吴

1 Traskl993 标准英语语言学词典收录 topic prominence (Li&Thompson): Trask, R. L. A Dictionary of 
Grammatical Terms in Linguistics. USA: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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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上海话 SOV(即本文的受事话题句)分布的八种句法环境。不过，早期吴语上海话受事话题
句分布的句类更丰富。在句法位置上，受事成分不仅可以在主谓之间做次话题，也可以在主
语前，做主话题。

1.1 是非问旬和正反问旬

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中受事成分充当话题的倾向在上海话、宁波话和温州话中都非常强
烈。如:

上海话: (1) A: 堡生侬担拉否? B: 担哩。

(2) 组鱼侬还有得多否? (BEI850) 
(3) A: 侬盟主有唔? B: 吭没。

(4) 伊个先生篮吃末?

(5) 中国桃子侬吃过歇末?
(6) 我个衣裳裁缝做好末? σ. L1907) 
(7) (甲)主垫有否?(乙)布机有一千部。
(8) (甲)我倪行里'东洋货，西洋货，随便甚杂货'都办个。

(乙)直旦旦做否? (王 1940)
宁波话: (9) 主主英国有弗?

(10) 葛锢小人主有种过弗?

(11) 革企圣茎明朝做拉好弗?

(12) 你主主鱼吃过弗?
(13) 上海锢道台看见过弗?
(14) A :鱼吃得落弗? B: 吃弗落。

(15) 葛种介锢货色你拉地方有弗有?

(16) 盖主盈先生吃弗吃? (P. G. 1910) 
温州话: (17) A :你扛点起罢未? B: 我黠起麓'渠吹立。

(18) A :你篮噢罢未? B: 我还未噢。

(19) A :童主主你读完要未? B: 十分我口[ts ‘Z2]遇八分罢。("口"表本字未明)
(20) A :亟企主你识弗识? B: 该个字我还未口[ts‘三]遇。
。 1) A :但主主懂弗懂 B: 我听见讲但不懂。 (P. H. 1893) 

上海话、宁波话、温州话虽构成是非问句的语气词不同，但句中若带受事，则都采取话
题句表达。上海土白(1850)第→到三册共 19 课中带受事的是非问旬共 67 例，全都采用受事
话题句。

宁波话若受事为指人的名词，也可以出现在旬首做话题，如例(14)。这种高生命度的名
词极易与施事主语相泪，但宁波话仍出现在句首作话题，这表明话题在宁波话中有固有的句
法位置，所以无须担心高生命度名词充当话题时与主语混淆。
在是否问句中，还有一类偏离话题旬的结构。如z

上海话: (22) 二韭互伊担拉否?

(23) 二三蓝侬肯借拉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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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 :二旦生侬要拨伊否? B: 是要拨伊。

(25) 旦旦主侬甜拉?
(26) 二三生要买回圣?

(BEI850) 
(F. L1 907) 

以上用例中句首数量结构所指无定，是新信息，也是焦点信息，其语义属性偏离了话题
表确指或类指义，也不符合话题为旧信息的语用特征，但早期上海话却可以出现在主语前，

例(22)-(25)在主语前，例(26)施事主语省略，数量结构"一只狗"出现在话题位置上。这与
是否问句中受事的话题倾向强烈有关，由于受事倾向于前置，当它偏离了话题的语义语用属

性时，也被前置，就出现了 ov 语序的迹象。

1.2 否定旬

否定句也是早期吴语受事话题结构分布的主要句类。如:

上海话: (27) 堡生我勿担。

(28) 组主末勿担'担之钉来。

(29) 直立伊吭没。

(30) 主主主末吭没个者'铜钱有两千拉哩。 (F. L1 907) 
(31) 现在主i!!J勿曾偷着，倒返而吃之素个布丁，终要求先生救救我一条命。

(DR. 1923) 
(32) (甲)我望勿大会吃个，吃杯麦茶罢。
(33) (主)格末侬看，屋里向握舰来，窗上个玻璃也勿措'蓬车也勿撑'生韭也勿

拖'像甚样式呢? (王 1940)

上海话否定副词"勿"、"勿曾"与动词"晤没"构成否定句，若带受事成分，也都优
先充当话题或次话题，例(30) 、 (32)句首名词与后一分句中名词构成对比性话题，并用"末"
来突出话题的性质。

宁波话: (34) 阿拉圣唤啪。

(35) 型笠王我身边弗带，请你上来帐上。

(36) 革二盘主辈弗起来。 (P. G. 1910) 

宁波话"嘿啪"表示"没有"的意思，作否定动词，"弗"为否定副词，表示"不" "没"
的意思，它们构成的否定句也用受事话题句来表达，如例(34)-(36) 。

温州话: (37) 许本书识得个格字还未数。

(38) 其坦鱼弗舍得用。 (P. H. 1893) 

温州话"未"构成己然动作的否定旬， "弗"用来否定未然或习惯性动作句，这些句子
也采取受事话题句，如(37) 、 (38) 。

是否问句、反复问句以及否定陈述句是早期上海、宁波、温州等方言话题句分布的主要
句类，这与当代上海话受事话题句的分布是一致的，表明 100 多年来吴语话题句就广泛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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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这些句类中，但实际上，肯定句也是话题句分布的重要句类，特别是当句子表达某种主
观意愿或祈使、命令等语气时，受事话题句几近成为唯-合法的表达。

1.3 肯定旬类中的话题旬

1.3.1 表示意愿或祈使的肯定句

这类句子在上海话中常用表示必须的情态助词"要"、加强语气的"脱我" ( "帮我"、
"给我"的意思)。如例(39)-(44); 句中谓词，一般都带结果补语，或者用表示反复义的重叠
式。如:

上海话: (39) 堡主要侬切开来。

(40) 圣且要侬割脱一颜。

(41) 主且要烧来熟点。

(42) 笙主j主要侬背一背。

(43) 盈盈圣直脱我割脱之。

(44) 主企主亟脱我烧一烧热。
宁波话: (45) 主旦量量看。

(46) 蛊要滋拉干净。

(47) 地毯上主主担点掉。

(48) 主且收作好起来。

(49) 主主折好放来衣橱里。

(50) 出来之 'fl锁锁好。

(51) 生韭扫扫其。

(52) 革主堂皇我贱贱贵责要卖掉.
温州话: (53) 主主拣起。

(54) 衣裳口[t‘ aih]藩。(脱下衣服)

(55) 许本书口[tso 1 ]来丐我。(拿那本书来给我)
(56) 该日夭色冷，你衣裳著著一件添。

(BE1850) 

(P. G. 1910) 

(P. H. 1893) 

以上各例用来表达说者的主观意愿或对昕者的一种要求、命令，句中受事成分都前置做
话题，话题句也是表达意愿句或祈使句的基本句式，很少用处置结构表达。

1.3.2 动补结构做谓词的受事话题句
动补结构或动词带体标记做谓词，不表达意愿或祈使时，若带受事成分，也有很强的话

题化倾向，尤其是宁波话，这类陈述旬的受事话题化倾向十分强烈。如例(57)-(65)，其中例
(65)为无定数量名短语充当受事话题:温州话则虽多用话题结构，但这些话题多作处置介词
宾语(下文展开)，上海话不如宁波、温州两方言强烈。如:

宁波话: (57) 盖尘豆豆我前头盟主主兑。

(58) 二互翌圭者~~主兑。
(59) 圣墓韭主兑。

(60) 笙主皇帝已经主主兑。

(61) 垦拢总韭韭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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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二豆豆豆圭我笠主兑。
(63) 前礼拜雨落拉大大。

(64) 葛槽生意组鱼可以盘盘。
(65) 一百块洋钱我已经收到兑。 (P. G. 1910) 

温州话: (66) 主生烧起。 (P. H. 1893) 

上海话: (67) 侬看'主主直宜侬圭主者。

(68) 若然笙企窒王能够亟且末'我要大大里赏赐佛。 (DR. 1923) 
(69) 伊就大大里动气吃话，我是中国人'只会教中国个圣贤书'外国书是外国人读

个'就是杀脱主A生末，我也勿情愿教个。

(70) 我有一个朋友拉苏州做教习个'伊话'要弃脱星圣'勿是拉伊拉已经出来个后
首。

以上上海话例(67) 、 (68)都用话题结构，但例(69)-(70)虽用功补结构做谓语，但受事仍做

动词宾语。
从受事话题所分布的两类肯定句来看，影响话题化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表示祈使、意

愿的语气，这对三地方言受事话题化的制约是-致的，其次是句法上谓语必须带补语、体标
记或其他成分，这个句法条件对宁波话受事话题化的影响最明显。
此外，受事话题句也分布在特殊疑问句巾。如:

上海话: (71) 韭侬要买几双?

(72) 笙主笠侬要拨拉啥人?
(73) 圭依为啥净来勿干净?

温州话: (74) 你组鱼笠肯多少帮我否?

(BEI850) 

(P. H. 1893) 

综上所述，吴语上海、温州、宁波话受事话题化十分活跃，受事可分布在各句类中(是
非闽、正反问、特殊疑问句、否定陈述句、祈使句、意愿、句等)作主话题和次话题。这表明，
在吴语这种话题优先典型的汉语方言中，受事易于在某种特定的句法或i吾用因素的驱使下，

实现话题化，甚至表示无定数量名结构的受事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前，形成 ov 结构。

二吴语处置旬发达
处置式并非 sovi吾序的句法表现，而与汉语话题化倾向有关。虽不少学者(Tai 1973; Li 

& Thompson 1974，桥本 1985)将处置式看做汉语 sov 语序的表现，但处置式在普通话中分
布很低(Sun & Givón 1985)，在结构上与 ov 语序的关系也并不密切，却与受事话题句关系

密切(朱德熙 1985) ， "处置介词-NP" 结构表示有定的对象或类属义，它和动词可以没有选

择关系，它控制着代词复指和同指 NP 成分的删除等(Tsao 1979, 1990; Mei 1979)，功能、形
式、语用的研究都表明处置结构具有话题结构的特征，所以处置式的发达也是反映方言话题
化程度的句法现象。如:

上海话: (75) 答应之末第个老板日夜赶紧个做'主l 多化个火药放拉一只研钵里叫徒弟拼命
个磨'研之长远药力忽然爆起来，"砰个一响， " ，主2 房子全是脱吃烧杀之七

个人'看见之真正是凄惨。 (DR.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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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5)中拿 1 引介"多化个火药"作话题，述题部分"研之长远药力忽然爆起来， 6砰

个一响，'"进行说明，并推进到新的话语阶段，用"拿 2" 来引进具有相关性的话题"房

子"。
早期吴语上海、温州|、宁波等方言处置结构都很活跃，成为实现受事话题化的重要句法

手段。

早期上海话用"拿[nau] "字处置句十分常见。如:

(76) 有一只内河个小火轮行过哇激起浪头来全第只小船冲翻之。

(77) 拉第个时候第两个佣人就趁此机会主伊拉捉牢之'哇送到官府地方去。

(78) 必过伊个头有点蓬松伊个嘴里衔一粒大珍珠吃第粒珍珠个直径大约有一寸多，后首

拨掘坟个小工金珍珠从嘴里挖之出来，难末尸首立刻变颜色吃渐渐能腐料者'到末

脚来变成功一摊水。

(79) 后来巡捕来者就全车夫打之一顿，车夫既然受之铜钱上个损失，又遭着肉身上个痛

苦，实在是悔气。

(80) 吃西Jí:\.顶算省'吃完之盒西瓜皮盐之当粥菜'西瓜子抄熟之当小吃。

(81) 我虽然勿懂化学'但是听见人家话碎玻璃再可以放拉炉里烧吃做东西个，实盖想起

来我倪应该拿碎玻璃聚拢来放拉一处'一末可以免脱散拉地上触伤苦恼人个脚'二

末再可以拿碎玻璃卖拨拉玻璃店里吃赚几个铜钱。

(82) 伊连忙主1 珍珠放拉伊个身边之啥，独方步走出去者，嘴里话"多谢，多谢" ，难末

第个伙计就跑上去拉住伊，第个女人就全2伊个伙计打两记耳光'后来第片店里个

东家晓得事体勿对者，就出来讨饶嗜认错'第个女人才肯主3珍珠拿出来'伊并且
话娜勿肯卖可以话勿实，为啥要实盖吭规矩嗜盹人呢，我现在打侬就是要教训。

(DR. 1923) 

上举用例(75)-(82)中"拿"表示处置，处置宾语是上文已经谈及的，也是说明部分叙述

的对象，处置宾语具有话题的特点; "拿"表处置很常见，一段话中，随着话题推进，多次
使用处置介词来引进新的话题，如例(82) "拿 I""拿 2" 分别引进新话题"珍珠"和"伊个
伙计"， "拿 J 则激活有话语间隔的话题"珍珠"，并将话语不断推进。从功能角度来看，
早期吴语"拿"字处置句发达并不奇怪，因为在吴语这样的话题优先语言中，话语的推进往

往是以话题来展开，话题是重要的句法成分，除了表示话题句法成分性质的形态标记即话题
标记在发展之外[1町，具有介引话题功能的其他句法成分也得到发展，如处置标记"拿"。

温州话、宁波话处置结构也是常见的句式。如:

(83) 我垫三板划岸边去。

(84) 垫该两张纸口[pah]起。

(85) 垫箱收拾起。

(86) 造反咯人垄男女老少口[oh]杀生。

(87) 有个人放枪'垫其个小口[si]儿伤着重口[shie 1 ]
(88) 你两个口[si]儿'一个面貌顶生好'一个面貌蝇甚'许个面貌好个耻笑i午个面貌生

土口[le]个'许个人就生气'垫茶碗口[choa]破立末碎。有个人讲其两句，其慌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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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茶碗是主落主个，其大家垄其个辫儿揪牢，要显其拔去，其口[lai2]倒地下垫手倒
着。

(P. H. 1893) 

例(83)-(88)温州话用"把 "2( pOl]宇引介新话题，如例(88) "茶碗"、"其个辫儿"、"其"、
"子"，将话语层层推进。温州话"把"可做量词、动词，但做处置介词是其主要功能，温
州话(1 893)中搜集 74 例"把"字句及短语，处置介词用法有 56 例。

宁波话也用"把(pÔ]3 "表处置。如:

(89) 垫我个拾袄放来皮箱里。

(90) 韭葛呈碗盏碟子挖去固来橱里。

(91) 好垫火炉放来外头。

(92) 倍去垫帐子挂子。

(93) 昨日落拉一阵大雨垫我隔开来河葛边。

(94) 我丘葛件事干告诉倍'倍勿要扬开。

(95) 走到一塔地方'叫拉髓畴'来葛葫垫耶J稣等雨犯人盘丁来十字架'一人来)1国手遗，一
佣来左手遗。

(96) 其拉带其去峙候'拿一锢吉利奈人西问， ~足田阪晨介来，提十字架放来其身上，据

其背来耶稣後背。

尽管处置句形成较晚，但上海话、温州话、宁波话并不少用，这种句式的发展和活跃与

其整体句法类型特征相关。从话语功能来看，处置介词不仅表达处置意义，它还具有引介话
题的功能，处置句发达是吴语话题优先句法特征的重要内容。

三 "基准+比较结果"的差比旬
语序类型学中差比句存在两种不同的线性序列，一为"形容词(比较结果 adjective)-比较

标记(marker)-基准(standard)" ，如 "taller than John" 、"我高过你"，这种词序的差比句往
往与 VO 语序和谐:二为"基准一比较标记形容词"式，它与 OVt吾序和谐(Greenberg 1963). 
D可er(1 992)考察 625 种语言中形容词(adjective)和基准(stand缸d)的词序分布，也得出 OV 语
言以基准十形容词(StAdj)为差比句式，而 VO 语言差比句则用形容词+基准(AdjSt)的语序，不
过汉语则成了唯→的例外。

实际上，汉语差比句中基准与形容词常常并没有语义上的选择关系。如"房子我比你大"，
属性主体"房子"与形容词"大"具有语义上的选择关系，而基准"你"并不是形容词"大"

的必有论元，它与形容词语义关联松散:其次，从语用信息角度来看， "基准"一般多为有
定的己知信息，具有话题的特征，而"形容词"为比较的结果，是未知的信息，所以"基准

+形容词"的词序，遵循着"旧信息+新信息"信息组织原则，与"话题-述题"的表达是一

2 当代温州话用"逮"做处置介词，如"你逮地下扫两扫灵。(你把地扫→扫)" (游汝杰 2003: 222); 该书记
作"把"字，应借用了官话形式，不过，我们相信，在处置句式的使用上，该书应反映了温州方言的实际
情况。

3 此处宁波话"把"，当代宁波方言-般记作"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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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这种语序体现了话题优先语言的旬法特点e 这样，在话题倾向越强的方言或语言中，

"墓准"前置为话题的要求越高，也更倾向于采用"基准+形容词"的结构。
早期吴语具有话题优先典型的句法特征，这也反映在差比句整齐划一地使用"基准+形

容词"的词序上。上海话使用"比/比之+基准+结果"的差比旬，宁波话、温州话与上海话
差比句词序→样，但一般只用"比"作比较标记。

(97) A :侬第个小固些主个个大点否?
(98) A :侬第只箱子生主个只轻点否?

(99) A :依第件背心生主个件长点否?
(100) A :侬个银子搭我个一样数目否?

(1 01)A: 第个人个马生我多呢少?

B: 大点

B : 1f1 重点
B: 长点

B: 侬比我多

B: 马末生侬少点'驴子呢比侬多点。

(BEI850) 
(1 02) 现在拉租界里造房子'生主从前走大两样哉。

(1 03) 讲到救火个家生'现在是生从前更加好吃支巧。

(1 04) 我想第日上'坐电气车个人'生主-闲常日脚'要加添多倍拉。
(1 05) 印度国里'老鼠个数目'生圣人个数目来得多。

(106) 因为人个性命'生主铜钱'是更加宝贝也。 (D. H. 1910) 

上海士白与上海话练习中用"比之"比"比"更常见，但"基准+结果"的词序是一致
的。不过，在上海话课文中则"比"字差比句比较常见。如:

(107) 台湾是福建对面个一个小岛'天气本来是生上海热'但是今年夏天热得更加利害。

(108) 从杭州有黄包车到现在'伊个生意是十分发达'车夫拉车子比上海个车夫要好得
多。

(109) 讲到穿耳朵眼吃个苦头确实生缠脚多得多者。

(1 10) 我看杭州个包车生主上海个汽车还要出风头。

(1 11) 伊个两只眼睛虽然瞎'但是分辩物品个本事'生主亮子还要来得利害'我有空个

工夫末'我终要到伊个店里去坐坐吃勃相相。

(112) 莫干山是浙江西南个一个有名声个地方'山青水秀比之江西个特岭还要好。
(DR. 1923) 

早期宁波话、温州话则一律用"比"字差比句。如:

(113) 葛个东西且其好两倍。

(1 14) 其女人个气力比其大。

(115) 中国字些外国字难耳。

(116) 塘头个说话'生茜头个说话好讲。

(117) 倍拉哥头个规矩'生阿拉糖头好。
(118) 柴生煤皮贱点。

(119) 塘头个田稻生阿拉葛头个迟点。

(120) 该些许个还好吻。

(121) 该像个屋者比旁搭高口力。

(P. G.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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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 谊个屋主生许个屋军好多。
(123) 其字眼生我识多来个。

(1 24) 菜油生府L油贱口力。 (卫 H. 1893) 

早期上海话、宁波话、温州话都采用"基准+比较结构"的词序，这种词序与其语序类
型并不相悖，吴i吾并不是典型的 vo 语言，但却是二种话题优先典型的汉语方言，差比句采

取"形容词+基准+比较结果"的结构，"基准"是有定成分，有些基准与句子谓语没有句法
语义上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得靠语境(上下文)关联，如例(104) "闲常日脚"与谓语"添"，
(109) "缠脚"与谓语"多"等，语义关系非常松散，只有联系比较前项(上文)才能明确这些
基准与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例(104)应该是"闲常日脚坐电气车个人"，是谓语"添"的论
元成分，例(109)联系比较前项，得出"缠脚"应该是"缠脚吃个苦"，与"多"构成论元关
系。"基准"与谓i吾问松散的句法语义关系符合汉语话题一述题关系，所以基准就是话题，比

较结果构成述题。早期吴语采取"基准+比较结构"的差比句与它话题优先的句法类型特征
相吻合。

四处所题元的前置

处所题元是指由处所词充当的处所宾语或状语。普通话中"我去北京"中"北京"作"去"

的宾语，表示终点，也可以做状语，如"到北京去/来"，广州话处所题元则只能作宾语，

如"{巨去/来北京"，这种句法分布的差异，与方言语序类型有着密切关系。广州话 SVOì吾
序比普通话典型，采用"去/来+终点"结构也不足奇怪，而普通话 svo 语序并不典型，处
所题元状语化的结构与这种语序类型特征相和谐。处所题元是汉语方言类型比较研究的重要
参工页。

刘丹青(2004)比较粤语、吴语、官话等方言"来/去"句处所题元句法位置，得出粤语(方
所后置倾向)一官话(介于两者之间)-吴语(方所前置倾向)的类型差异。这种类型差异，与粤语、
官话、吴语的语序类型是相和谐的。今吴语上海等方言优先选择"处所题元+来/去"的结构，
特别是绍兴、宁波等地采取"终点+来/去"结构的前置式，这种句法表现与其受事次话题化
而引起的 sov 萌芽是和谐的。

传教士方言课本中，上海话、温州话等处所题元则以"到+终点+来/去"为常，偶尔也
见用"终点十来/去"的前置式，宁波话则大量使用"终点+来/去"，但是三方言都没有"来
/去+终点"的用法。

(125) 我要到五盆里去

(126) 到笠圭堕生去

(127) 我勿到主主垦1t.去

(128) 佛爷是要到侬旦圭望生去杏
(129) 侬可以到韭垦华来一淘去看戏否?

(1 30) A :侬啥场化去买个 B: 星旦去买个 (BEI850) 

例(125)、(1 26)肯运陈述句，都采用"到+终点+去"的结构:例(127)特殊疑问词用作任
指，例(128)、(129)用"否"构成是非问句，也都采用"到+终点+去/来"结构，不过，例(6)
特殊疑问句则采用"啥场化+去"结构提间，并用"苏州、1+去"作答，从句子信息结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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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显然是句子的自然焦点，应该在i胃语动词后. f日答旬去H采取了"苏州、|十去"的句式，
这类结构在增补实用上海话(1940)中较常见。如:

(131) 黄包车，虹口小菜场去否?

(132) 送侬巡捕房里去。

(1 33) 城里独怕勿曾去。

(134) (乙)还好侬忙呀'我倪长远勿见者'阿里来? (甲)屋里来'我出门去之一趟'
昨日刻转来。

(135) (甲)老兄阿里来? (乙)我从茶会上来'侬今朝勿曾出去? (王 1940)

例(131)-(1 34)中处所题元在谓语动词"去/来"前，从句类来看，例(131)为是非问旬，
例(132)肯定陈述句，例(133)为否定句，例(134)是特殊疑问句， "处所题元+去/来"的结构
分布不受句类限制。不过，例(135)的问答形式与例(134)同，而例(135)则用"从+源点+来"
作答，且这种结构更为普遍， "源点+来"、 "从+源点十来"结构对比表明，前者很可能是

从后者隐去前置词"从"而来，因为前置词往往在谓词和后置词表义完备时可以省去。

温州话表处所的疑问词也常用在"来/走"前，如:

(136) 你老人家兰主来?

(137) 你老人家末若若走?

不过，优势结构仍然是"到/走+终点+去"。如:

(1 38) 旦差室去?
(139) A :其走若室主罢'你晓得弗晓得? B: 其走堂口且主]去罢。 σ. H. 1893) 

尽管上海话、温州话课本中，以"到/走+处所题元+去/来"为优势结构，不过，宁波话

普遍可见的是"处所题元+去/来/到"的结构。如:

去
?
头
一
?
弗

?
上
一
?
么
快

弗
江
一
弗
过
?
，

过
子
一
过
到
去
来

来
扬
一
到
头
一
里
一
里
一

头
一
想
主
呈
阿
一
些

塘
一
我
北
一
巾
一
倍
其

o
u
-
-
7

自
付
J
A

『
气

V

A
叶

A
叶

A

且T
A
吨

A
『

A
吁

例(140)-(144)都采用"终点十来/去/到"的词序，例(145) "船里"很特殊，处所短语"船

里"表示"乘船"的意思，处所短语表示方式，宁波话一般用"趁[Ts‘ ing] "作介词，接"船
[jün] "作宾语，但此例隐去前置介词"趁PP ，用"船里"和"来"使语义完备，这也表明宁
波话是一种前置词功能很弱而后置词功能强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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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处所后置词活跃
类型学中的 Adposition4是指语言中黠附在名词性短语上，表示该名词与句中动词的语法

或语义关系的词[20]，比如英语 "The cat sleeps on the sofa" 中"on" 在名词短语 "the sofa" 
前，引进前置性短语 "on 也.e sofa" , " on"为附置词中的前置词(preposition);汉语"放桌子
上"中"上"则在名词短语"桌子"后，引介后置性短语， "上"则为后置词(postposition) 。
所以根据它与名词短语的位置关系，附置词可分为前置词和后置词。

附置词与语序基本类型相关(correlation)，是语序类型学研究的重要参项，具有很强的预
测力。如果一种语言是 ov语言，则常使用后置词，若是 vo 语言，则常使用前置词，前置
词、后置词的使用与语序类型相关[21][22] 。

早期吴语虽属于前置词和后置词并存的方言，但表示处所的后置词十分丰富。如:

宁波话: (146) 茶壶'按主茶几丰。(p. G. 1910) 
温州话: (147) 我坐主楼主'其坐主下转。 (P. H. 1893) 
上海话: (148) 难末倪回犁房子里去，担之倪个行李就到船上吃之夜饭哇困个。 (DR. 1923) 

例(146) "来"表所在，为宁波话前置词， "上"则薪附在"茶几"上，表示方向，为
宁波话后置词:例(147)温州话表示场所"是"与表示方向的后置词"上"构成框式结构，
不过，这种组合是句法的，不是词汇的，所以不宜看作框式附置词:例(148)上海话表示终
点的前置词"到"与后置词"里"共现。可见，早期吴语也是前置词和后置词并存的汉语方
言，表示所在、终点等意义的前置词，与表示方向的"上、里"等后置词共现。不过，早期
吴语表处所的后置词比较发达。

"地方" [di也ung]可黠附在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后，并不附加实在的处所意义，表义很
虚，标明所黠附名词的处所性质。如:

(149) 伊(骆驼)走拉沙漠生主有大功劳拉人个'伊走拉沙漠些主可以忍耐七日勿吃啥。
126 ì果

(150) 拉夏天热个辰光拉上海有多化外国人到乡下生主去避暑。
(1 51) 今年上海些豆'从湖北来个难民实在多，因为拉湖北河阳泉些主有水荒，田里无

没出产。 133 课

(152) 中国些主马个用头，做手脚及别国个多，因为拉内地里少开阔个路哇'就是乡下
人家耕田'都勿用马'全是用牛。

(153) 酒钱末'拉中国各处些主勿论做啥大小个事体，终有人要讨酒钱。
(154) 拉烟台些主顶好勃相'好拉海洋里向游水。
(155) 拉山东些主'有-个人姓赵'伊有两个儿子。
(156) 船土个客人，也勿敢进第个口子。拉口子里向个人'也勿许出去到别块些主'恐

怕病要传染开也，拉香港些主从前有实盖个事体。 (D. H. 1910) 

上海话"地方"可以做普通名词"沙漠飞如例(149)、名词短语"乡下飞如例(150)等
处所后置词，也可以接在地名、国名上，如(151)-(156)，成为高频使用的处所后置词。

4 沈家娼(2000) <<现代语言学词典》译为附置词，商务印书馆，刘丹青(2003)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中
称为介词，商务印书馆。为避免与传统语法中的"介词"概念混淆，本文采用附置词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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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话也用"地方"或"地面"件处所后置词。直日E

(157) 收票来我生主。

(158) 山东生亘周围转方大约七十二万里。

(159) 广西些主出好树木。

宁波话"地方"表处所时，不仅可用在专有名词后，也可用在人称代词后。

(160) 丝不是你大家生主出个呢?

不过，温州话仅有例(160) ， "地方"用在复数人称代词后。
此外，"场化" "块" "墙头"等名词也都可以在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后表处所，有些也

可以用在处所名词后。如z

(161) 垃拉我经生 垃拉伊经生 垃拉倪望生

(162) 垃拉娜垦生 垃拉伊拉场化
(163) 勿垃拉到伊兄弟望生去者。

(164) 侬是要差人担物事到皮匠望生否?
(165) 几点钟侬到外国人望生去。

(166) 看地方起'像江湾'杨树浦咯甚'近来完'不过鸟少点，像苏州，杭州垦生末，
山多，格咯野鸡野鸭，伊套野货美多个'倒是路远点'一日天转来勿。(王 1940)

(167) 到伊爷盛生去。

(1 68) 郎中先生几时到哪阿哥蛊生去。(BEI850)
(1 69) 我拉前年个夏天避暑'拉伊些个辰光我看见之多条大蛇。(DR. 1923) 
(1 70) 而且拉每条桥坐下'扎之柏子个牌楼哇'装之各奇，各式个金丝灯。 (D. H. 1910) 

上举用例中"场化"的使用很普遍，可用在人称代词、指人名词、专有地名等上，表示
处所或标记词语的处所性质; "墙头" "块"的使用不及"场化"常见，如例(168)-(171)都用
作处所的后置词。
处所后置词活跃也是现代吴语的一大特点，比如温州话[23] "拉[lao]"可以在代词或指人

名词后，如:兰水笔是我.拉(钢笔在我这儿)，票走老王.拉(票子到老王那儿拿)，例中"拉"
读轻声，它主要表示所教附的名词或代词的处所性，与处所词不同，它与早期吴语各方言"地
方" "场化"一样，都是吴语中的处所后置词。这些处所后置词与普通话处所指示代词"这
里/那里"不同，"这里/那里"虽也常用在其他体词后表示处所，但带有较实在的处所意义，
若与表示处所的名词组合，则形成叠床架屋的现象，造成语义冗余，表达不经济，所以处所

名词后一般都不用"这里/那里"，而吴语"地方" "场化"等则可以黠附在处所名词上，它
是一个表义虚化的功能词，即后置词，尽管在语音形式上还没有弱读迹象。

六小结
根据一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的方言学课本，本文从句法类型学角度初步探讨了早期吴语

上海、宁波和温州话的相关句法表现，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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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上海话、宁波话和温州话受事话题化的倾向强烈，是非问句、正反问句、否定

陈述句、表示意愿或祈使的肯定句等句类都成为受事话题句分布的句类，这种受事话题化也
与句法结构自身的调整不可分割，尤其是宁波话，谓语动词重叠或附加其他成分，都倾向于

用受事话题句表达。
(2) 处置介词虽仍表达某种处置意义，但其语用功能与话题标记相似，处置介词带受事

宾语也是实现吴语受事话题旬的重要手段，"拿"、"把"做处置介词，具有引进新话题，激
活有间隔的话题等功能，处置结构在三地吴语中发达，是吴语话题优先典型的句法表现。

(3) 早期吴语都采取"基准-形容词"的词序，"比"字差比句是吴语最基本的差比句式。
这种结构中基准与形容词的语义关系松散，"基准·形容词"与"话题-说明"结构相似，所
以吴语采取"基准"形容词"的差比句词序，也与其话题优先典型的句法特征有关。

(4) 处所题元的句法分布也与语序类型有着密切关系。早期吴语上海话、温州话等处所
题元以"到/走+终点+来/去"为常，偶尔也见用"终点+来/去"的前置式，宁波话则大量使

用"终点+来/去飞但是三方言都没有"来/去+终点"的用法。
(5) 处所后置词是一类敬附在体词性成分上，表示体词处所性质的词，早期吴语"地方"

"场化"等可黠附于人称代词、普通名词、专有名词上表示处所，是功能活跃的处所后置词。
基予以上五个方面的句法特征，从类型学角度来看，我们相信早期吴语(→百多年前)就

是一种话题优先典型而 svo 语序较弱的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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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ctic Typological Features of明'u dialects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Lin Su'e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information deriving 企om the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complied by missionaries 企om Western countries and tradesmen from Japan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ago, Wu dialects is a language of topic-prominent (Tp). The construction of object 
topicalization has a very wide distribution, and other s严ltactic constructions are in harmony with 
the cannon Tp, eg.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is well developed, the word order of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s "standard-adjective，"白le饲 denoting locations are 企onted， postpositions denoting 
locations are used more often than the Mandarin. This shows that topicalization should be one of 
the basic parameters among the comparative view of Chinese dialects. 

Keywords Wu dialects, textbooks complied by missionaries, syntactic typology, 
topic-promì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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