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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语 方 言 语 法 研 究 的 几 个 问 题

贺 巍

一

近年 来随着汉语 方言研 究的 不断 深 人
,

方 言语 法的 研究也 越来越 引起 语法 学 者和方言 工

作 者的 重 视
。 《方言 》等刊物 也 非常重 视 刊 登 有关方 言 语 法 研究 的 文章

。

反复 问句 句型 地 理 分

布 的讨论
,

引起 了广 泛的 关注
,

不 少 学 者纷纷 著文
,

由此 对 方 言 语法 的 研究将 向前深人 一 步
。

方宣语法 研 究是 方言研究 当中的 一 个重 要坏 节
,

对 提高整 个汉 语 的研究 水平 具有 重大的影响
。

现 在根据所 看到 的材 料以 及所 想到 的一 些 问题
,

谈 几 点意见
,

供 调查 研究时参考
。

文 中的 引

例
,

都 见 于文 末参考 书 目
,

行文 时不 再 注 出
。

本文分 四节 壹 汉 语 方言语 法研究 的 作 用
,

贰

汉语 方言 语 法 事实 的 调 查
,

叁 汉语方言 语 法 的 分 析和 描 写
,

肆 汉 语方言 语法 研 究的范 围
。

班 汉 语方 言 语 法 研 究 的 作 用

汉 语 方言 语法 研 究的作 用
,

可 以 从 多 方 面看
,

这 里 略 说 以 下四 点
。

方言 语 法 的 研 究是深人 研究方 言 的 一个重 要 环 节 方言调 查 包括 语音
、

词 汇
、

语 法 三个

方 面
。

语音是 构成某方 言 重 要特 征的 表 现形 式
,

词 汇 和 语 法 特 点也是本方言 区别 于 其他 方言

的 重 要依据
。

三者互 有 联 系
,

而又 互 有 区别
。

如果 单纯根 据《方 言调查字 表》的 记 录 所求 出 的

语音 系统
,

其音 系常常是 不完 备的 如果 脱 离语音而 去调查 本方言 的 词汇和 语法
,

也 不 足 以表

现 出本 方言 的词 汇 和 语 法 特点
。

语 音 系 统 除 了单 字音记 录 之 外
,

还必须通 过记 录大 量的 词 汇
和语 法 例句

、

长 篇故事 之后
,

才 能得到 验 证和 补充 而 词范和语法特 点有时 也只 有通 过语 音 的

变化 才能看得 比 较 清楚
。

近年 来《 方言 》 上 发 表 的文 章
,

有关 变韵
、

变 音
、

连 读变调
、

轻 声等 问

题
,

从 表面上 看是 语音 问题
,

但其 中却 包含着构 词 或表示 一定 的语法 功 用
。 。温 岭方言 的轻

声 》 ,

其 中 就含有 语法 的 功 用
。

该 文对 轻 声 的 性质
,

指出 四项
。

其 中有两项和 语法 有 关
。

字音 的时 间缩短
。

如 五 斤 习、 侣了 “】笋 五经 习, 仁 」
。

这对 两字组 的前字 同 音
,

后字 的声韵 相 同
,

其差别 就在 于 量 词
“

斤
”

字 的 音 略 短
。

字调 的 音程 变窄
。

音 程变 窄就 是音 高的 高 低范 围 缩 小
,

其 中最显著 的是 高调 变 成 中调
。

如表示 数量 的三 寸 洲 ’ 。 卜 护 指蛇 的 致命处 三 寸 洲 ’ 加 打蛇 打三寸
。

以 上 两项说 明温 岭 方言的轻声 是数 量词 与名 词 的 区别
。

此外有 的轻声是 对述 宾式 的 宾语

的 限 制
,

如 宾语是 代词 或量 词 时读轻 声连 调
,

其他 读广 用 连 调
。

由此 可见 不从 语法 的 角度 来 认

识 轻声
,

就 不 明 白 轻声 的性 质 不 从 语音 的 变化来 分 析轻声
,

就不 能 充分表 示温岭方 言的 语音

系 统
。

。 方言 语法是 研究现 代 汉 语语法的 基础 现代 汉 语语 法研究近 年来有 很大的 进展
,

但 还

有 许多 问题 尚未得 到 很好 的解 决
。

有不 少 语法 学 者 想从方 言语法 的研 究方面
,

找 出一 条路 子
,

来 推动汉 语语法 的研究
,

这 是 值得 认真探 讨的
。

近年 来朱德 熙 先生 在研究汉 语语法时
,

常 常从

方言 的 角度去观 察分析
,

收 到 了较 好的 效果
。

他在 中国语言 学会第六 届 学 术年会 的书 面 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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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谈 到 方言语 法 的 作用时指 出
“

年写《 说
‘

的
’ 》 ,

花 了很大 的力气说 明
‘

的
’

字 应 该 三
分

。

要 是 当时讨 论 的不 是北京 话而 是 某种方言
,

比 如说是广 州 话
,

那末 不 费吹 灰之 力就 可 以 得

到 同 样 的 结论
。

因 为广州 话 三个
‘

的
’

不同 音
,

一 眼 就可 以看 清楚
。

可 是 我是 在 《 说
‘

的
’ 》 发 表

之后 二 十年才去 观 察广州话 的
。

不 但如此
,

当时批评 《 说
‘

的
’ 》的 文章也 只 是 批评 它 不 提历 史

,

不 批评它不提方 言
。

可见那个 时候 大家心 目中简直没 有 方言 语法 研 究这 回 事
。 ”

由 朱 先生 的 这

段 话
,

可 以说 明 以 下 两点
。

现 代 汉 语 语 法 的 研 究需以 方 言 为 基 础
。

汉 语 语 法 的 研 究对 象多 是以 北京 话 或文 学 作品

中的 语 言 作为出 发 点 的
。

有 些 语法现象 单从北 京话 或书面 语 言 中所 提供 的例 句
,

不 容 易 看 得

清楚
,

但从某 方言来 看
,

却能 迎 刃 而 解
。

因 此 研 究现 代汉 语 离 不 开 方言 方言 语 法的 研 究可 以

在现 代 汉 语语法 的研 究当 中起借鉴 的 作 用
。

必须 重 视方言 语法 的研究
。

方言 语法研究 的 深 入
,

可 以 提高汉 语 语 法 的 研 究水 平 相 反

汉 语 语 法的 研 究 成果 和 方法
,

又可 以 促进 方言 语 法 研究 水平 的提高
。

在加 强 研究 方言 语 法 的

同 时
,

研 究汉 语语 法的 学 者也最好 能调 查一 些 方言 语法
,

特别是 自己 的 方言
,

这 对 汉 语 语 法 的

研 究是 十分有益 的
。

方 言 语 法 是研究 语法 史 的重 要 依据 汉 语语 法 的某 些 现 象
,

有时 必须联 系历 史 去 考 察
,

才 能 理 出 它 的 渊 源 而 历 史 上的 某 些 语 法 现 象
,

又 常 常保留 在 某 方言 之中
。

因此 通 过 方 言 语

法 的 研 究
,

还 可 以 进一 步探讨 汉语 语法 的 某些 现 象 的 历史演变过程
。 《 北京话

、

广 州 话
、

文 水话

和 福 州 话 里 的
‘

的
’

字 》 一 文
,

对
“

的
”

的 历史
,

追 溯 到 了唐宋时代 的
“

底
”

和
“

地
” 。 “

地
”

和
“ 底

”

在文 献的 用 例上 分别 代 表三种不 同 的 成分

地 平 白地
、

不 住地 只 能 作状 语
,

是 副词 性成 分
。

地 多是 或 等形 式 能作谓 语
、

状语
、

定语
,

是 形 容 词 性 成 分
。

底 是 名词
、

代词
、

动 词
、

形容 词 及各类 词 组 能做 主 语
、

宾语
、

定 语
、

表语
,

不 能

做 状 语
,

是名 词 性成分
。

根据以 上 三 类功 能上 的 区 别
,

该文 把 唐宋时期 的
“

地
”

和
“

底
”

分析为三个 不 同的 语 素
。

地 , 副 词 性成 分 的 标记 地 形容 词 性成 分 的标 记 底 名词 性 成 分 的 标记

这 三 者 正 好分别跟 北 京话 的
“

的
、

的
、

的
”

相 当
。

北 京话的这三 类
“

的
”

字 同形
,

从 语 音 上 没 有

区 别
。

山西 文水 话 里 跟北 京话里 的
“

的
”

相 当 的语法 成 分 有 两 个 一 个是 【 , 〕
,

和 北 京 话 的
“

的, 、

的
, ,

相 当 另 一 个是 台 ,

和 北京 话的
“

的
”

相当
。

文 水话 的 【 和 。 屯 也 分

别 和 唐 宋时 期 的
“

地
” 、 “

底
”

的 功 用 相当
。

文 水 话不 仅 能区分北 京话
“

的
”

字 的功 用
,

而 又 能反 映

出 方 言语法和 历 史的 相互 关 系
。

方言 语 法是研 究汉语方言分 区的 必 要 条件 研究 方言语 法可以 进一 步弄 清 各方 言 之 间

的 差 异 和 特点
,

根 据这 些 特点 的 地 理 分布状况
,

可以 进 一 步 研究 确定 是否 可 以 作 为 方 言 分 区 的

条件
。 《 中国 语言地 图集 》 中的 汉语 方言 分 区部分

,

把 汉 语分为
“

官话区
、

晋语 区
、

吴语 区
、

徽 语

区
、

赣 语区
、

湘语 区
、

闽语区
、

粤 语区
、

平话 区
、

客家 话区
”

等十个 区
。

本 图 分 区 的 标堆
,

通 常是 以

语 音 为 主
,

有 时候 也 引用某些 语法 特点
。

如 赣语区 的
“

我 的
”

说
“

我 筒
” , “

坐着 吃
”

说
“

坐 到 吃 ”

等
。

汉 语 方言在语音 方面差 别较大
,

当然 应 作 为汉 语 方言分区 的主 要 标准 语法 方面 各 方言

之 间 虽 然 差 别较小
,

但在考虑 汉 语方言的 分 区时
,

也应 引起足 够的 重 视
。

事实上 经 过 全面 的调

查和 认 真的 研究
,

某些 方言语法 特 点
,

可 能 是 研究汉 语 方言分 区 的 重 要 条件或重 要 标准
。

如 反

复 问句的 句型 和 晋 语
“

屹
”

的 构词 功用
,

就 具有 方言 分 区的 特点
。

方 言



贰 汉 语 方言语 法 事实 的 调查

研究 方言语 法最重要 的 是 要 弄 清 方言事实
,

要 作到 这 一 点 就 必须 作好 调 查 工 作
。

调 查语

音有 调查 表格
,

便于控制
,

尽 管如 此也 会遇到 困 难
。

比如 丹 阳话 的 声 调 系统 还 需 要 进一 步 研
究

,

苏州 话 的连读 变调也 曾引起 多方面的 讨论
。

调 查 语法 比 调查 语 音 要 困 难得多
,

这 是多年 来
方 言语 法 研究 较薄弱 的原 因 之 一

‘

近年来 方 言语 法 的 调 查多 是 以 中国社会 科学 院 语言研究所

编写 的《 方 言 词 汇 调查 手 册》和 《 方 言 词 汇 调查 表》 中 的 语 法调查 条 目
,

作为提 纲对 方言 中的 语
法 现象进 行调查 的

,

这 样 所收 集 的 材料 仅 是 很少 的 一 部分
。

因 此 有的 人 希望调 查 方言 语法 也
能像调 查 语音一 样

,

编 出 一 套 较系 统 的 调 查 表格
。

这 在 目前 是相 当 困 难 的
。

现在 最好 的 办法
,

是 从 自己 所 熟 悉 的 方言 人 手
,

注 意发 现跟 北京话有 显著差 别的 语 法现象
,

尤其是要 注 意方 言 中

的 一 些 特 殊现象或 特殊格 式
。

有 的 格式 可以 类 推
,

其材料 是开放型 的
,

所收 集的 材 料
,

能达 封

举例说 明 的 目 的就可 以 了
。

有 的格式不 能 类 推
,

其材料 是有 限的
,

那 就必 须 通过 多 种途径把 这
些材料收 集齐 全

。 《获 嘉方言表 音字的 词 头 》 一文
,

对 词 头
“

卜扑 屹 坷 黑 骨窟忽
”

的

使 用 范围 及 其 所构成 的 名词
、

动 词
、

象声 词
、

重 叠 式的 语 法功 用 所 作 的 分析
,

就是 对 这 方面的 材
料 作了 穷 尽性 的 收集 之 后得 出的

。

除 此 之外
,

在 调 查时还 要 特别 注 意以 下三个方 面
。

要 特别注 意语 音 和 语 法 的 关 系 记 完 《 方言 调 查 字表》 所得 的 语音 系 统
,

只 是第一 步 。

在记 录 词 汇 和 长篇语料 时
,

会 出 现新 的 读音
。

这 些 新 的 读 音有 的 是 对 单 字音节遗 漏的 补充
,

有

的 是语 音变化 用 来表 示某种语 祛功 用
。

拿获嘉 方言来说
,

假 如要 把 它 的 语 音 系统 搞 清楚
,

首 先
就 必 须 把 方言 中 的 语音 跟语法 的 关 系理 出 头绪

,

这 样 才 能把 这个 方言 的 语 音 系 统 完全 表 现 出

来
。

获嘉 方言 的 语音 系 统 比 较复杂
,

其 韵母有很 多 层 次
,

可以 分 为 基本 韵母
、

儿 化 韵 母
、

变

韵 母
、

变 韵母
、

合 音韵 母
、

轻 声 韵母六 类
。

变韵母 行文 在字右上 角加小 字 和 变
韵母 行文 在字右上 角加小 字 是 从 基本 韵 母变化而 来的

,

除语音演 变 规律之 外
,

韵 母变 化

和 语法 有关 系
。

比 如
,

在获嘉 方言 中可 以 说

他 牵马来
‘

、 。
‘ ‘ , “

他端碗 来
‘

, ! 、 ‘

这两 个句子 中的
“

牵
”

和
“

端
,

韵 母不 变化
,

表示 来 的 目的
,

是他 来牵 马
、

来 端碗 的 意思
。

假如
“

牵
”

和
“

端砂 字的 韵母 发生变 化
,

说 成

他 牵 马来
‘

, 。
‘

目”
·

门 “

他端 碗来
‘

、 巨」 、 “ ,

所表 示 的 是 来 的 方式
,

是他牵 着 马 来 了
、

端着 碗 来了 的 意 思
。

句子 的 格式不 同所表示 的 意思也

不 同
。

例如

他 牵一 匹马
‘

, ‘, ” “
‘

“ ,

他 端 一碗 饭
‘ , “ “ , , ” ,

这两 个句 子是动 词加 带数 量 词 的 宾语
,

动词
“

牵
”

和
“

端
”

韵母不 变化
,

是表 示未然
,

是他 准 备

牵一 匹 马和 端一 碗饭 的 意思
。

假 如
“

牵
”

和
“

端
”

的 韵母发生 变化
,

是表 示 已 然

他 牵 一匹 马
‘ ,

‘

“
‘

“ ,

他端 一 碗 饭
‘

, 、 “ , ,

以 上 的两 个句 子是他 牵 了一匹 马
、

端 了 一 碗饭的 意思
。

从表 面上看是 语音 问题
,

实际上 相伴随

的 是语 法 问题
。

语音和 语 法的关 系
,

有 以 下 几 点值得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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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韵 这 类现 象主 要分 布在河 南省 的北 部
,

河 南省黄河 以 南的郑 州
、

开 封
、

中牟
、

扶沟 逢

名 词 也 有部分 词 能变韵 山西 省的 东南部
,

河 北 省的邢 台等地 也有 这 类现 象
。

不 过 变韵 的 范

围 都较小
。

变韵 的 范 围最 大 的 是获嘉 方言
,

逢 名词
、

量 词
、

动 词
、

形容 词
、

副词
、

象声词 都可 以 有

变 韵
,

不过 以 名词
、

动 词 的 变韵较为普 遍
。

名 词 的变韵 称作 变韵 母
,

动 词 变韵 称作 变 韵

母
。

名词 和 动 词 的 变韵逢 基本韵 母有 的 形 式相 同
,

有的 形 式不 同
。

例 如

基 本韵 母 变韵 母 变 韵 母

刨 印 刁 刨 ”, 本 头 刨 沙, , 把 板儿 一

挑
‘

」 挑
‘ 。。 弟叮头 一 挑

‘ ”“
,

一 担水

盖 , 盖 锅 盖 枕 , 一 一 座房

提
‘

提
‘ 二 油一 提

‘

““ 一 两 桶 水

“ 刨 挑
”

作 名词 和 动 词 的 变 韵 形 式 相 同
,

都是 扣 阎
“

盖 提
”

作 名词 时 的 变韵 形 式是 【
,

作 动 词 的 变韵 形 式 是 卜 词
。

名 词 变韵 的功 用 是 相 当于 北京 话 的
“

子
”

尾
,

如
“

刨
”

是 刨子 的 意

思
, “

挑
”

是 挑子 的意思
。

动词 变韵 的 功 用 比较 复杂
,

可以 用 在 二十七 种 句 式里
。

如 动词 加轻

读
“

有
”

门 字 加 宾语
,

动词 变韵
“

他 栽 有黄瓜
” ,

是他 已 经栽 了黄 瓜 或 他 栽 的 有黄瓜 的 意

思 动 词 带表示 处 所 的 宾语 时也 变韵
, “

钢 笔掉 地 了
”

和
“

桶 掉。 井里 头 了
”

是 钢笔 掉 到 地 上 了

和 桶 掉到 井 里 头 了 的 意思
。

变音 变音 的 分 布范 围比较 广泛
。

例 如
,

温 岭 话
、

广州 话
、

信宜 话都有变音
。

就语 音来

说
,

变音是 一 种语 音变 化
,

但这 种变化本身 有意义
,

能 够表示一 定 的语法功 用
。

温 岭 话有八个

声 调
,

除 此 之 外 还 有 两 个变音 升 变音是 【吐 调
,

降 变音 是 卜 调
。

变音可以 区 别 词

类
,

比 如
“

乌
” 一 字

、 “

黄
”

字
、 “

白
” 」 字

,

这三个字都 是 指颜 色的 形容 词
,

读变

音
“

乌
” , 】指 黑 色 染料

, “

黄
” 乃 指鸡 蛋黄儿

, “

白
” 、 指 鸡 蛋 清儿

,

都成 名词
。

信宜 话有九个声 调
,

变 音 只 有一 个
,

调 值 高 而 上 扬
,

记作 〔少
。

变 音时韵 母 也 发生 变化
,

其 中

工 “ 毋 等 七 个 单韵 母
,

变 音时 一 律 增加 韵 尾 】
。

例 如

试 猪 车 坐 架 多 姑

本 调 了」 了,
‘。、

抽
月 」 。、

变音 丁 少 少 了
‘。 少 丁倪 少 少 少 少

信宜 话的 变音 多 出 现 在名词
、

量 词
、

形 容 词 和 动词 四 类
。

高音是 一 种词 法 构 词 手段
,

和北 京话

儿化 的作 用 相 当
。

如名词 的 变音 是 指小
“

鱼
”

协 读本调指 的 是大鱼
,

读变音 协 少 指

的是 小鱼
,

狗 【加习 读本调
,

指的是大 狗
,

读变音 【即 少 指的是 小 狗 动 词 重 叠的 变音是

表示动 作轻和 时 间短
“

摸 摸
”

哪
、 姐 少〕是 轻轻地摸一 摸的 意思

“

试试
”

沙、 了 少 是 稍

微试 一 下 的 意思
。

连读变调 变调 和 变音不 同
。

变调是本 调在某个 上下文里 的 连读形式
,

在 固定 的 字组

里 出现
,

变调 和 本 调 之 间是语音变 化 的 关 系 变音不 受上下 文 限制
,

是 本音带有某 种意义 的 派

生形 式
,

是一 种语 法 现 象
,

变音和 本 音之 间是 语 法 变化 的 关 系
。

连 读变调 在汉 语 方言 中比 较普

遍
, 《 方言 》中 所发 表 的 连读变调 的 文章

,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两 类 一 类是 某调 类 和 某 调类 组 合 起 来

的 变化和 语 法 格 式 无 关
,

如苏 州 话
“

阳 平 在 阳 入 后 变 阳 去 调
”

另一 类 是 某调 类和 某调 类组合

起 来 所 引起 的变化
,

受语 法格 式制 约
。

比如 崇 明话 的两 字组前字 是阴 上 和 阴 去
,

后字是 阳 平 和

阴 去 时
,

动 趋式和动补式 的变化方式不 同
。

比 较如 下
。

下 面 的数码 代表阴上
,

代表 阴去
,

代表 阳平
。

方 言



动趋 式 动补 式

转来 。讨 卜 舰。 回来 ” “ 卜 ”曰 卜老 把 东西 从 一 个 容 器 倒人 另一 容 器

转 去 。训 卜 ’ 邢 回去 “ “ 卜 ‘

妇 去把 东 西从 一个 容器倒人 另一 容 器

过 来 。。卜 “汀 从 外地 来 蟹 这 边 来 叫 日杯 老 在 水里 冲 洗 衣物

过 去 朴 ’ 邢 到外 地 去 些哪 边 去 。‘ ’ 叮 去 用 水冲 洗 衣 物

单字 调 相同 的语 音组 合
,

有 不 同的 变调方 式
,

就需 要 细心地考 察这 种变化是 否和语法 的 格式不

同 有 关
。

类似 崇明 话 的情 况
,

在 吴 方 言 里 比 较普 遍
。

特 殊 字 的不 同读音 以 上 说 的 变韵
、

变 音
、

连读变调 都是有规律 的语 音变化
,

但是 在 方

言 中也 有一 些字分化为不 同的 读音
,

往往 和 语义 语 法有着 一 定的 联 系
。

比如 丹 阳话 的
“

家
”

字

除 读 书音 州 外
,

有三种 读音
,

四 种用 法 家 【。 习
,

指 家庭
,

人 家
,

用 于
“

一 家
、

家里 ”

等
, 》 家 【叫 〕

,

作 词 尾
,

附于 姓 氏
,

用 于
“

张家
、

李 家
”

等
,

家 习
,

作 词 尾 表示 身份
,

用于
“

爷 爷家 爷 们
、

馒 鳗家娘 们 ”

等 家 【抓 , ,

作 词 尾 表 示 复数
,

用 于
“

我 你 他
”

之 后
,

也 用

于指人 的名 词 之后
,

如
“

东东 家
、

小 学生子 家
”

等
。

作 趋 向补语
、

人 称 代词 和 指 示 代 词 的 字
,

在方

言里 往 往 有 特殊 的 读音
。

大 同方言 的
“

来
、

去
”

作一般 动 词 时
, “

来
”

读 二 司
, “

去
”

读 。
‘

习

作 趋向补语 时
, “

来
”

重读是 决礴 决习
,

轻声 是 欲 习
。

甘 肃 中宁 方言
“

我 你他
”

作 主 语 时
,

“

我
”

读 、 , “

你
”

读 、
]
, “

他
”

读 [t、 ‘
] : 作 定语 时

, “

我爹
”

的
“

我
”

字 读 [a习月
]
, “

你妈
"

的
“

你
”

字 读 [ni剔1
, “

他哥 哥
”

的
“

他
”

字 读 [t’a训〕; 洛 阳 方 言 的
“

这 儿
”

和
“

那 儿
”

读去 声
,

是 指较近

和 较 远 的处 所
,

读 阴 平不指处 所
,

是 这 样和那 样的 意 思
。

。 要注 意语调 和 语境 语 调 在方言 中有 的只 表 示 说话的语 气和 感情色彩
,

对 句法 没 有 影

响
,

有 的 除了 表示某 种 感情 色彩之 外
,

还 表 示 某种 句法 功 能
。

例如获嘉 方言里 是 非 问句一 律不

用语 助 词
,

而 是用 语 调来 表 示 的
。 “

就 咱俩 人 去
”

这个 句 子
,

用 平常说话 的 口 气说
,

表示 的 是一

种 事实
,

是 叙述句 ; 如果把 句尾 说 成 上扬 的 语 调
,

是说 话 的 人 问对 方 是不 是就 咱俩 人 去 的 意

思
,

是 问 是非的
,

是 疑 问句
。

在相 同 的句式 中语调 成为 区 分叙 述句和 是非 问 句的 重 要 标 志
。

在调 查方言事 实时
,

还 应 当注意 到 语 境
。

相 同结 构的 句 子
,

由于语 境 的不 同
,

其语 法功 能

可能 不 同
。

比 如 : 拿
“

墙上 挂 了一 张画
”

和
“

墙上 挂 着一 张画
”

这 两个 句子来说
,

初看起 来好 象是

一 样的
,

其实这两 个句子 是 在不 同的 语 境 中出现的
,

其功 用不 同
。 “

墙 上挂 了一 张画
”

是对 问 话
“

墙上挂 了 几 张 画?”

的 回 答 ; “

墙上 挂 着一 张 画
”

是对 于 客 观 环 境的 叙 述和 描写
,

如说
“

在他的

书房里
,

墙 上挂 着一 张 画
、

一 把 胡 琴
”

等
。

这两个 句子 在北 京 话 里
,

不 容 易分 开
,

在获 嘉方言

里
,

前一 种语 境里 动词
“

挂
”

字后不 能加
“

了
”

字
,

( 墙 上 挂 几 张 画? 墙 上 挂 一 张画
。

); 后一 种语 境

里
,

动 词后 得加
“

有
”

字表示 存 在(、

墙上 挂 有 一 张画
、

一 把胡琴 )
,

可见 这两 个句 子的功 用不 同
。

O 要注 意语缀 和 语助 词 的 用 法 语 缀 在 各方言 中的 差别 较大
,

最具有 方言 特点
,

一 般 来 说

官话地 区使 用 的 较少
,

吴语
、

粤语
、

闽语地 区使用 的 较多
。 《 苏州 方言 的 语 缀 》所作 的 详细的 描

写
,

可供调 查 研究时 参考
。

语 助 词 的 用 法 比 较灵 话
,

在 调查时 一 方面要 通 过 各种 例 句和 长篇故

事尽 量把 方言 中所 使用 的 语 助 词 收集 齐全
,

而另 一 方面还要 考察在 相同 的 句式 中和在不 同的

句式 中语助 词 的 使 用情 况
。

为 了便于 调 查 可 以 用 表格控 制
。

下面以 获 嘉 方言为 例
,

表 见下页
。

本表 的 第一栏 是句 式 ; 第二 栏 是获嘉 方言 所使用 的语 助词
。

从 句式来 看可以 看 出各种 句式在

句尾 所出 现 的语助 词
,

如
“

你 去哪
”

的句子 后 可以 跟
“

了
、

的
、

味
、

呀
”

等 四 个语助 词
,

语 助词不 同
,

所 表示的 意 义也不 同
。 “

你去 哪 了
”

的
“

了
”

表示 变化
,

问话的环境 是某人 原来在
,

后 来不在
,

现

在又 回 到原 地
,

说话 人 对他行 动 的提 问 ; “

你去哪 味
”

的
“

睐
”

表 示过去
,

说话 的人 是 问在说 话之

】卯 年第 3 期2



获 嘉方 言句式和 语 助词关系麦

了了了 的 睐 吧 唆 呀 些 唉 唆 不 喳喳

老老 张来来 + + 十 十十

你你去 哪哪 十 十 十 十十

我我去 过 他家家 十 +++

这这 个梨 儿是 酸的的 + 十 十 +++

他他 在哪 儿买 菜菜 十 十十

你你 去 不 去去 十 十 +++

这这 是他 的的 十 十 + + +++

他他 起 来(我 还 没起来 ))) +++

我我 写 了了 +++

你你说说 十 十 十十

前他 去的 什么 地 方
。

从 语 助 词 来 看 可 以 看 出相 同 的 语 助 词 都能 出 现 在 哪 些 句式的句尾
,

比如
‘ 睐

”

字 可 以 出现 在
“

老 张来咪
、

你 去哪 咪
、

他 在 那 ) L买 菜 味
、

这 是 他 的 咪
”

等四 个 句式 当中
, “

咪
”

的 作 用 是 表示 过 去
, “

这 是 他 的 睐
”

是 这 个东 西 以 往 曾经 是 他 的
,

现 在不 是他的 意 思
, “

老 张 来

睐
”

是说 话之 前 老 张 曾经 来 过 这 里
,

而 现 在 不 在 这 里 的 意思
。

会 汉 语 方 言 语 法 的分 析 和 描 写

方言 语法 的 分 析描 写 可以 有 各种 不 同 的 方 法
,

下 面 所 说的 是 在分 析描 写时应注 意的 几 个

祠 题
,

业 以 方言 为 例
。

O 以 罗 列 事实为主 罗 列 事实 就是 要把 语 法 事实说 清楚
。

有的 事 实比 较简单
,

容 易说清

楚; 有 的事实 比较 复杂
,

不 容 易说 清楚
。

不 容 易 说清楚的 要 理 出 头 绪
,

分好 类
,

想 办法 说 清楚
,

不要 掩盖 事实
,

不 要 把 复杂的 问题简单 化
。

获 嘉方言 动 词 的 变韵情况 比较 复杂
,

经 过 多 方面 的

分析研 究
,

从以 下 三 方面 说 清 了所 调 查 的 事实
。

� 动 词 变 韵 的 范 围 获 嘉 方 言 有 四十 七 个基本 韵 母
,

城 内和 中和 两 地 逢 动 词有 的 变 韵
,

有

的 不 变 韵
。

城 内逢 动 词 变韵 的 限于 [r 孚1 u y ai uai au iau an ian uan yan a习 i a习 ua习]

等十 六 个 基本韵 母
,

称为子 类韵 母 ; 中和 逢 动 词 变韵 的 除 子 类 韵 母 外
,

还 有 [ei ue i ou iou 的

in un yn 明 i习 uq y q 欲 论 证 y?l 等十六 个基本韵母
,

称为丑 类 韵 母
。

城 内只 有子 类 韵 母

变韵
,

中 和 是子 丑 两 类韵 母 都 变韵
,

变韵 的范 围 比城 内宽
。

此 外 还 有 卜 ia ua Y
uy yy i : y:

欲 ua ? ya ? 砍 i砍 u砍 y或l 等十 五个 基本韵 母 城 内和 中 和 逢 动 词都 不 变 韵
,

称为 寅类 韵 母
。

韵 母 的类 别
,

说 明 了 获嘉城 内和 中和 两地 动词 变韵 的 范围
。

� 句式和 动 词 变韵的 关 系 获嘉 方言 的 动 词 能变 韵的
,

只 限于 二十 七 种句 式
。

各 种句式

动 词 的 变韵情况 不 同
。

如
“

我买 菜
”

这个句 式的 动 词
,

城 内和 中和逢 子 类韵 母 [ai ua i au ia u

an ja n ua n ya n a习 ia q ua 们 等 十一 个韵母 变韵
,

逢 其他韵母不 变韵 ; “

他撕 六 尺花 布
”

这 个

句 式 的 动词
,

城 内逢子类韵 母 变韵
,

中和 逢 子 类 韵 母和 丑 类韵 母 变韵
,

逢 其他 韵 母不 变 韵
。

由

于动 词 的 变韵 情 况 复杂
,

用 叙述的 方式 不 容 易说 清楚
,

我 们 借助 于 图表说 明 了动 词 变 韵 和 各

种句式 的 关 系
。

( 请参看 ‘获嘉 方言研究》
55 一56 页)

� 动 词 变韵 的 功 用 获 嘉方言动 词 变 韵 的功 用 是在 不 同的 句式 当中表 现 出来 的
,

在 某些

“ 方 言l



句式 中动词 必 须变韵
,

在某 些 句式 中可 变韵 可 不 变韵
。

比 如
“

他 把板凳搬 来 了
”

这 类 句子 动 词

后 跟 趋 向补 语
“

来
、

去
、

走
、

上
”

的 时 候
,

动 词
“

搬D”

【p如 > Pa
n习 就 必 须 变 韵 ; “

他买 菜的
”

这 类

句 子 宾语 不 带 数量词
,

句尾 有
“

的
”

[li ? 月 字
,

动 词
“

买
”

【哪i、] 用 基本韵 母表示 事情 在进 行

中
,

动 词
“

买D”

[ m 洲l 变韵 表 示已 然
,

说 明 已 成事 实
。

根据 这 种情况
,

要说 明 获嘉 方言动词 变

韵 的 功 用
,

就 需要按句式 的不同
,

分别 罗 列
,

分别说 明
。

以 上 的 例子 只 是说 明 在分析获 嘉方言 时所采取 的罗列事 实的 方法
。

调 查 的 间题 不同
,

、

罗

列 事 实的 方 法 不 同
。

不 能死 搬硬 套
,

要 按 照 实际情 况 把调查 的 结果 全面地
、

系统 地反 映出来
,

这是 罗列 事实所 要 达到 的 目的
。 ‘

O
进 行 比 较 在 罗列 事实时对 各类 问题 所作的 分类 就 包含有 比 较

。

分 析研究方 言语 法 没

有 什 么 特 别 的办 法
,

主 要 运用 的 就是 比 较 的 方 法
。

在 比 较时可 以 根据 调查材 料的 情况
,

从以 下

四 个方 面 考 虑
。

� 拿北 京话和其他 方言 比 方言 点调 查 的较 多
,

为 了 看 出各 点 的 异 同及 相 互 关 系
,

可以 从

北 京 话 出 发 和 其他方言 进行 比较
。 《北 京

、

苏 州
、

常 州语 助 词 的 研究》 就是以 北京话 语助 词 的 用

祛为 纲
,

来 和 其他 方言 进行对 比 的
。

这 种 对 比 需有一个 条件
,

就是 先 得对北 京 话 的 语法 有 一 定

的 了解
,

才能 进行比 较
。

拿北 京话语 助 词 〔t司 (
“

的 得
’,

) 的用 法来 说
,

赵 元 任先生 在该 文 里 分
.
析为 十种

,

类 别 清楚
,

性 质 明确
,

通 过 比 较可 以 看出方言 和 北京话 的 差 别
,

也 可 以 根 据其他方言

验证 对 北京 话的 分类 是 否正 确
。

请 看该文 [t司 的 F G 两项
。

每 项 各举 三个例 子
。

F 动词 结果
、

性 质 :

北 京 苏 州 常 州

d e 得 ( “

的
,

得
" ) (le 得 de 得

,
t z e 则

他唱 得好听 着呐 傀 唱 得好听 笃 佬 唱 得好 听 得

他 走得不 算 慢 但 走 得勿 算慢 他 走得 勿算 慢

这 个人做事 做得勤快 哀个 人 做事做 得勤快 至 个人 做 事体做 得 (或则)勤快

G 动词 结果
、

程 度:

北 京 苏 州 常州

de 得 (“

的
,

得
,,

)

,
d
a
w 到 de 得

,
d

e
l
a 得啦

,
d

a
w 到 dawtze 到 则

他 累得 走不 动 勒 厘 吃 力得啦 走 勿动 哉 佗 吃 力 到 则走 勿 动但

他 愁 得一 夜没 有睡着 厘愁 得啦 一 夜份 咽 着 他愁 到 则一 夜 份咽 着

快 活到不知道 怎么 说勒 决活 得啦 勿 晓得那 亨 说 哉 快 活到 则 勿 晓 得难减说便

从以 上的 比 较来看
,

北 京话 F 和 G 动 词后 的 【间 虽 然都是 表 示结果 的
,

但其功 用 不同
,

前

者 注 重性质
,

后者注 重 程度
。

从苏 州
、

常州 的 用 字可以 区 别开 来
。

� 拿方 言和北 京话 比 单 独 调 查一 个 点 的方言
,

在分析描 写其语 法 特点 时
,

从 本方言 出发

和 北京话 比 较
,

说 明其差异
,

比 较方 便
,

请看 山 东牟平 话的 比较 句和北 京话的 关 系
。

牟平话 北 京话

这 个 屋 子 暖和 起 那一个 这个 屋 子 比那 个屋子 暖和

火车跑 得起 汽车 火车 比 汽车 跑得快

俺 家不 乾净起你 家 我 家没有你 家 乾 净

她 还 不 讲 理起他 她 比他 还不 讲理

把牟 平话的 比 较 句和北京话 对 比起 来看就 比 较清楚 了
。

北 京话的 比 较句是 用
“

比 ”字
,

组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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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比 较语
”

的句式
,

而 牟平 话 是不 用
“

比
”

字用
“

起
”

字
,

同时把 比较语 提前
。

� 本方言 自己 比 方言 中有 些 词 语的语法 功用
,

略 有差 别
,

为 了说 明 它 的 异同
,

有 时 只 有

通过 本方言 的 相 互 比较
,

才能看清 楚
。

下 面 以 洛 阳 话 的
“

可
、

歇
、

怪
”

三 个副 词 的差 别为例
。

洛

阳话 的
“

可
”

字用 在形容 词 前
,

表示 程度高
,

和
“

很
”

的 意 义相 当
。

在句 中多作谓语和 补语
,

如
“

今

个儿 可凉 快
” 、 “

这 布染 的可红
”

等; 用在助 动词 和 动 词 前
,

表 示程度 高
,

是
“

非常
”

或
“

特别
”

的意

思
,

如
“

他 可 会唱
” 、 “

他 可看不 起人
”

等
。 “

歇
”

字不 能 用 在动 词 前
,

只 能 用 在 形 容词 或 某些助 动

词 前
。

如
“

他说 的歇 好
” 、 “

他歇 能 说
”

等
。

其 中的
“

歇
”

字
,

是
“

特别
”

的意 思
。 “

怪
”

字 不 能放 在动

词 前
,

这 是 和
“

可
”

字 的 主 要 差 别
,

除 此 之 外
,

在 意义 方面 所表示 的程 度也 不 同
。

如
“

这 条 河 怪

长
”

是这 条 河 有 点 儿 长 的 意思
,

如 果 把
“

怪
”

字换成
“

可
”

字
,

就是这 条河很长或非 常长的 意思
。

从下 面两 对 例子 的对 比 当中
,

更 可以 看 出它们的差别
.

这 碗 饭 怪 热
,

吃 起来正 合 适

这 碗 饭 可 热
,

没法儿 下嘴

他 说 的 怪 全
,

差 不 多都说 了

他 说 的可全
,

全都说 到 了

勺 和 其他方言 或语言 比 方言里有些 语法现象
,

无 法和北 京话 比 较
,

为 了说 明 其特 点
,

就

需要和 其他 相 类 似的方言 或语言 进行 比 较
。

北京话 的指示 代词 不能三分
,

小 川最 柑先生 对 苏

州 方 言 指 示 代 词 的 三分 法
,

曾作 了如下 的 比 较
。

苏 州 话 遏罗 语 崩龙语 日语

近称 该个 [k : , k
丫 ? , :

]
n
i 6 乙 扎 (k

ore)

中称 格 个 [盯?。 k 丫? , ] 巨n 圣 扎 (sore)

远 称 归 个 [k u: , k 诏 」‘
1

n 6 n t 截 南 扎 (are)

此外 他还 拿湖 北罗 田
、

稀水
、

嘉鱼等地指示 代 词 三分 法和 苏州 话 相印证
。

由泰 语和 东南亚 语推

测远 古 的 汉 语 指示代词 很可 能是三分
,

一 些非汉 族 语言有保 留的而 汉 语 方言也 有 保留 的
,

这 可

能 是 同 出 一 源
。

� 要 分 清层 次 有些 句式 看起来 好 像是同 一 种 东西
,

同 一 种类型
,

但 是它们 的 层次 可 能 是

不一 样 的
,

它 们 的 功用 可 能 是不同 的
。

是非问句 和反 复 问句 在有的 方言里 有 时能 分清楚
,

有 时

就 分 辨 不 清楚
。 “

他 买 票 了 没 有?”

和
“

他 买 票没 有?”

这 两个句子
,

一 般 的语 法 书上 都认 为 是反

复 问句
。

但 是 从 获嘉方言 来看
,

也 包 括 河南 北部或 其 他 各地的 方言
,

这 两 个句子 不 同
,

是 两 种句

型
,

两 种性 质
。

前一 个句子 的
“

买票
”

后边 有
“

了
”

字
, “

没 有
”

在句 尾 作语助词
,

和 北 京话 的
“

吗 ”

字 相 当
, “

他买 票 了没有?”

可 以 说成
“

他买 票了 吗?” ,

是 问是非 的
,

属于 是非 问句
。

下 边再 举几

个 例 子 :

他 买 菜 了没有? 二 他买 菜 了吗?

你看见 他 了没 有 ? , 你 看见他 了吗?

他 吃 罢饭 了没 有? 二 他 吃 完饭 了吗 ?

获 嘉方 言没有语 助 词
“

吗
”

字
,

以 上句子 中的 “ 没有
”

可 以 用 上 扬 的 语 调代 替
,

表示是非 间
,

也 是

是非 问句
。

后 一 句 “ 他 买 票 没 有?”

的 “买票
”

后边不 带 “ 了
”

字
,

句中的 “ 没 有
”

是否定副 词
,

获 嘉方

言 不 能 用 上 扬 的 语 调代替
,

是反复 问句
。

这 种反复 间 句在 获 嘉方言里有 以 下 A B 两种格式 :

A 他 买 票没 有买 票?

B 他 买 票没有?

。

6 方 言1

8

.



上例 A 是获 嘉方言反 复 问句的基本 形 式
,

B 是 该 形 式 的省 略
。

因此 “他买 票没有 ?”

是反 复问

句
,

而 不 是 是 非 问句 ; 相 反 “ 他 买 票 了 没 有 ?”

只 能 是 是 非 问句
,

而 不 是反 复 问句
,

因 为 这 类 句子

在 获嘉方 言 里 只 能 说成 “他 买 票 了 没 有?” ,

而不 能说 成 “ 他买 票 了没有 买票 ?” 。

还 要特 别注 意的 是同 一 个句 子 的 结构 层 次
。

山 东牟平 方言 反 复问句 的 句式
,

有 时会造 成

误解
。 “老王 是不是牟平 人?”

这 句话从 字面上 和 北 京话相 同
。

实 际 上它和 北 京话 完全不 同
。

北京 话 的 “他是 不 是牟平 人?”

和
‘

他 吃 不 吃 饭?”

的 句式相 同
,

是 由以 下 的 句式变来 :

他吃饭 不 吃?

他是北 京人 不 是?
“不 吃

”

和 “不 是
”

的 结构 相同
,

不 能拆 开
。

牟平话 的 反 复 问句 的句 式是 在动 词 或形 容 词 的前边

加 “是 不
” ,

构 成 “是 不 A ”

或 “是不 A B”

式
。

例 如 :

你 是 不 看 电影 ?你 看 不 看 电影 或 你 看 电 影不 看

你是 不 吃 这菜 ?你 吃 不吃 这 菜 或 你吃这 菜 不 吃

由上例可 以 看 出
, “老 王 是不 是 牟平 人?”

北京和 牟平 的句 式结构不 同
。

比较 :

北 京 老 王 是 } 不 是 牟平 人 ?

牟平 老 王 是不 } 是 牟平人 ?

妙 要研究 不 同 句式的功 用及 其相 互 关 系 各方言 的 语法特 点尽 管其表现 形 式各不 相 同
,

但 就 其功 用 来说
,

有 许多是相 通 的
,

是 同一 种 性质
,

同一 种类 型
。

在 山西 和 河 南 的 许 多方 言里
,

都有一 个 词 头 “ 地
” ,

是 同一种 形式; 湖 南新 晃县城关 话里有 一个 “ 片
”

字
,

常用 于 动 词 前面
,

构成
‘片 + 动 十 地

”

的 格式
,

如 “片 讲地
、

片走地
、

片摇尾 巴 地
”

等
, “ 片

”

字 本 身没 有 意义
,

加在 动 词 之

后
,

使动 词 具有 “ 不 停地
、

总 是 ⋯ ⋯
”

的 意思
。

一 个 “ 吃
” 、

一个 “片
” ,

虽 然 两 地 的 说法不 同
,

各 自

联系的 动 词 范 围不 同
,

但 它们 的功 用 是一 样的
,

性 质是 相 同 的
,

都是 表音字 词 头
。

汉 语方 言的 反复 问句有 口P 不 VP] 和 [K VP] 两 种类 型
。

根 据现有材 料提供 的线索
,

这 两种 句型 的关系
,

至 少有以 下五 种类型
。

下 面 各举一 些 例 子
,

来看它们 之 间的 关 系
。

� [ V P 不 VP ] 与 [K VPI 对立
,

本 方言 中没 有 【K VPI 的 句型
。

如 抢 京话有以 下三 种

句式
。

I V P 不 VPI 他 吃饭不 吃 饭

[ VP 不 Vl 他 吃 饭 不 吃

I V 不 VP] 他 吃 不吃 饭

� [V P 不 vP ] 与 少 量 〔Kv P] 句型 并 存
,

属于 同 一 层次
,

如获嘉 话也 有 以 下三种 句式
。

[V
P 不 v PI 你认 哩他 是谁 不 认 哩 他是 谁

〔VP 不 V] 你认哩 他 是 谁 不 认 哩

详vPI 你可 认哩 他是谁

� 〔K v P] 与 【vP 不 VP] 对 立
,

本 方 言 中只 有 [ Kv PI 的 句型
。

如 昆 明话
。

【K VP] 荟这 条 裙子格 漂 亮 这 条 裙 子漂 亮 不 漂 亮

� [ K v P] 与 [v P 不 VJ 月 句 型并存
,

如 扬 州话
。

有以 下 四 种 句式
。

[v

P 不 VP I 你喜欢 看电影不 喜欢 看 电影

] v 不 VP 啊l 你欢 不欢 喜看 电 影啊

I VP 嗒1 打票 嗒 打 票投 有 打 票

汇K V I 你可 喜欢看 电影

年第 3 期 6

P

1992 19



,

【KV P} 与少量 [VP 不 Vp] 并存
,

是 LK Vpl 与 LVP 不 VP] 两种 句 型 的 揉 合
,

如 合

肥话
。

[ K V
P] 你 可晓 得这件事

[K v P 不 vP I 你可晓得 不 晓得

以 上 五种类型
,

� 式有 【v p 不 Vp] , 没 有 IK Vp ]
,

� 式 有 IKv p ] 没 有 [v p 不 Vp」
,

两种 句式 对立 ; � � � 三式都 有 [v P 不 VPI 与 【K VPI
,

但这 两种句 型 各方言 使用 的情况 不

同
。

从 以上 的 情况 来看
,

可以 认 为 汉 语 方 言 反 复 问 句 的 基 本 句型 是 [v P 不 v PI
,

而 [V P 不

v1
、

[V 不 v PI
、

[
K

vP

] 都是 从 口P 不 vPI 的 句 式演变而 来的
。

这 几 种句式在 有的 方 言里

并存 ;在 有的 方言里 只 有某种 形 式而 没 有其他 形 式 ; 在 有 的 方言里 以 某 种形 式为主
,

而 其他 形

式 是 残 存
。

这种 不平 衡性
,

这 种 地域上 的差 异
,

是 汉 语 方 言 长期演 变的 结果
。

肆 汉 语 方 言 语 法 研 究的 范 围

汉 语方言 语 法研究的范 围非 常广阔
,

凡 是 和 北京 话有差 别 的或 方言 中的一 些特殊现 象
,

都

需要 调查 研究
。

这 样研究 的范围过 大
,

目前可 以 选 取方 言 中的 一 些特点进行 专题研究
。

以 下

举 出八 项为 例
。

� 重 叠 式 《 方言 》
( 1 9 8 7 ) 曾对西 南 官话 名词 和 动词 的 重 叠式进行 过讨 论

,

发 表 的文 章虽

然 不 多
,

但 从中也 可以 看 出和 北京话有 较大 的 差 异
。

比 如成都 话单 音名 词 或非 重 叠式名 词 往

往 是 统 称和 泛 指
,

重叠之后通 常 是小称或 专指
。 “草

”

重叠为 “ 草草 儿
”

是 指小;’’ 马
”

重 叠为 “ 马马

儿
”

是 专指 画 的 或制作 的 小马
。

� 量 词的使用 范 围及其 差 异 汉语 方言 的量 词 错综复杂
,

目前 只 有 少数 文 章有 所论 述
,

系

统 的 调 查研 究还不 多见
。

这 项工 作 需从方言 点 调 查 起
,

从个 体量词
、

集 体量词
、

名 量词
、

动量

词
、

临时 量词
、

时 量 词
、

数量词 等作 多方面 的调查
,

列 出各类 量词 表
,

以 便 分 析比 较
。

� 代 词 代词 可 以 分 为人称代 词
、

指示代 词
、

疑 问代 词 三类
。

官话 地区代词 的差 别 较小
,

吴 语
、

赣 语
、

湘 语
、

粤语 等地差 别较大
。

苏 州的 指示 代词 可 以 三 分
,

洛 阳方言 还可 以 四分
。 “ 这

儿
”

近指
, “那儿

”

远指
,

如 果 以 说话人 所处 的 位 置为立足 点
,

指 出 比“这 儿
”

更 近的地方 用 “这 儿

个儿
” ,

指 出比 “那儿
”

更 远 的地 方用“ 那儿 个 儿
” 。

要 把 汉 语 方言 的代 词 弄清楚
,

就 需要 一个点

一个 点的 调 查
,

列 成代 词 表
,

讲 明 用 法
,

以 便和 其他方言 对 比
。

� 形 容 词 的 格 式及 其作 用 形 容词 可 以 有前置成 分
,

也 可 以有后 置成分
,

重 叠 的 格 式 也 多

种多 样
,

是 汉 语 方 言 差 异 较大用 法 较灵 活 的部分
。

调 查研 究这 类词 语 的特点
,

需作 穷尽性的 收

集
。

比如 单音形 容词 的后 置成 分 都 有哪些
,

这 些后 置成分 都能跟那 些 形 容词 组 合
,

其意义 用 法

有 什 么 差 别 等
。

� 动补结构 的类 型 首先 需要 调查各个 动词 的后边 都能 带那些 补 语
,

然 后从 补语 出 发 来

看 它和 动 词的组合 关 系
,

从类型 上 和 用 法 上 跟北 京话进行 比 较
,

说 明它 们之 间 的 差 异
。 《 长沙

话 “ 得
”

字的研究》
( 1 9 8 5 ) 可 以参 考

,

但 这 只 是长沙 话 中动 补 结构 的部分 现象
,

对其 他动 补结构
,

还需 要 作全 面 的考察
。

� 句型 研究 汉 语 方言 的 句型除 了语 序 的差异之 外
,

把字 句
、

给 字句
、

被字 句
、

比较句
、

是

非 问句和 反 复 问句以 及 其他 各 种 句式的差 异较大
。

目前 讨论 的 反 复问句 的类 型
,

所揭 示 的 只

是方言 中的 部分 现 象
。

随着 调 查的 全面和 深入
,

可 能 还会 出现 新 的 类 型
。

除此 之外
,

也希 望能

够 看 到 对其他 句 型 提 出讨论
。

� 特殊 词语 的用法 在 许多方言 中差 不 多 都有 一 些常用 的 词语有特殊 的用 法
, 《方 言 》上

方 言



发 表过这样的 文章
。

如 《江苏海 门话 的“ 交关
” 》 、 《 四 川 话 的“ 安逸

”》 和 《广 州话 的 “亲 ” 字》等
。

� 语法特点 的地理分 布 反 复 问 句的 类 型
,

在 地 理 的 分布上有 明 显 的 对立 现象
。

其他 的

语 法特点
,

如 表 音字词头 “屹
”

的 使 用 范 围
,

在 地理 上 也有 明显 的 区 域 性
。

研究 这些 问题
,

可 以

对汉 语 方言 的形 成
,

方言 之间 的 相互 影响
,

方 言 区域 的 划 分 等加深 认识
。

、

除 上 述之 外
,

语法和 语音的 关 系
,

词缀 和 语 助 词 等
,

也 都是汉 语 方言研 究的重要课 题
。

在专题研究 的基 础上
,

可以 对某方言 作 全 面 的 分析和 系统 的 描 写
。

目前 这样的 著作还坟

少
。

现 在 有不少 方言 学者都 在试 图以 自己 的 母 语或 以 自己 比 较熟悉 的方言为 调查点
,

来写 出方
言 语法 专 著

,

这 实在是 令 人 鼓舞 的事情
。

为 了加强 汉 语方言 语法 的研 究
,

希 望有影响 的 一些

方言点
,

如北京
、

太原
、

西 安
、

洛 阳
、

成都
、

武 汉
、

上 海
、

杭 州
、

南 昌
、

长 沙
、

昆 明
、

南京
、

合 肥
、

福州 、

厦 门
、

广 州 等 地
,

在若 千年 内都能 有专 门的 方言语 法 著作 问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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