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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方言动词的体和貌

曹晓燕

摘要:无锡方言的体貌标记在数目、性质、功能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表达手段也与

普通话有不同。本文结合吴语的句型特点，选择其中有特色的几类，详细分析了其语

法标记和主要句式。在讨论完成体时，从语义相关度的原则出发，指出同一动态助词

在共时平面上不同用法的差异，从而说明其分布的结果和原因。讨论己然体时，从历

时的角度考察了句末语气词和完成体助词的分化情况。

关键词:吴语方言无锡体貌

一、体

〈一〉完成体

完成体指动作或变化在某一参照时间内已经完成或产生了结果(李小凡 1998) 。

刘丹青 (995) 详细讨论完成体的两个助词"则[ts~'l5] "和"着[za'l23]" (相当于普通

话里的"了 l 勺。关于这两个助词的比较，他认为"则"和"着"意义基本相同，

都表示行为完成并且在说话时是己然的。但是，在潜在的方面，用"则"和用"着"

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又跟它们在语法意义上的差异有关。"则"的含义较复杂，

它在表示行为完成的同时，往往隐含对现在的影响，而"着"的含义较单纯，它只是

客观地陈述一件完成的事，现在将来都不再继续或反复。刘丹青的分析非常细致，但

从体貌系统完整性的角度考虑，我在这里还要稍做补充。

首先，无锡方言里表示完成体的助词不止两个，而是有三个，除了"则"和"着"

以外，还有一个"得[t~'l5]" 0 "得"在无锡话中还充当补语的标记(也可认为是同音同

形词)。吴福祥 (2001 ， 344 页)曾提到"某个虚词在共时平面内的不同用法往往能

体现该虚词演变的过程，而不同用法之间的差异则反映了该虚词在演变过程中的历史

阶段性。"根据语义相关度的原则，作为完成体标记的"得"和作为补语标记的"得"

有源流关系，因为完成体标记的功能是表示动作完成，状态补语标记也包含"动作完

成"的意义，在"完成"这一语法范畴上两者有很高的相关度。在用法上它比较接近

于"则"，可以认为是同一词的不同变体。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用"得"的频率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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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于"则"所以下面将"得"和"则"合在一起讨论，如没有特殊情况则不再另

行说明。

其次，在刘丹青分类的基础上对三个助词的分布情况再稍加整理和说明。刘丹青

认为有的句式，如"动+则/着+数量十宾语"中"着"和"则"是可以互换的，

但我觉得用"则"或"得"时需要更多的后续成分。

还有，虽然"着"只是客观地陈述一件完成的事，通常没有后续成分，但这并不是绝

对的。如果连动句的第一动词后带有数量宾语且与后面的动词之间存在目的关系，则第一

动词后面用"着"。

我自家称着斤大栗吃吃我自己称了斤大栗吃吃。

小陆嫌{它阿婆烦，就买着只狗拨f它自相相小陆嫌她婆婆烦，就买了只狗给她玩。

1 、下面列出使用完成体助词的主要句式，分别举例并分析其语法意义。

1. 1 、动词+体助词+宾语

和普通话一样，体助词后面什么都不加直接跟宾语的句子是很难成立的。所以这

个句式可以分两种情况:

1.1.1第一种情况是加句末语气词"咧" (相当于普通话的了 2)，这个句式基本上

相当于普通话"吃了饭了"的句式，表示动作已经完成或结果己经产生，→般只用助

词"得/则"。刘丹青认为这种句式的适用面很窄，一般只用于生活中的新闻性事件中。

但是笔者觉得，即使是比较希奇的事用这种句式的也很少，说起来很别扭。真要表达

这种意思一般不用助词，即使用也常在宾语前加数量词，如:

小张买摩托车咧小张买摩托车了。

厂里出事体咧厂里出事情了。

小张买则/得部摩托车咧小张买了部摩托车了。

买票处换则/得个地方咧买票处换了个地方了。

但是更多情况下无锡话体现出吴语句型特点一一话题优先。虽然 VO 句式是整个

吴语的基本语序，但是吴语作为 SVO 语言是很不典型的，只体现在静态的动宾结构

上，这样的结构在表示习惯性行为、将来事件或假设性条件的句子中用得较多。除此

之外，吴语在很多情况下使用受事成分充当话题的 TV 式句子，尤其是受事成分充当

次话题的 STV 式。这一点刘丹青 (2001)也有很好的阐述。所以，在无锡话中，简

单的"动词十助词+宾语+咧"句式是很难成句的。

普通话

他买了书了。

他看了电影了。

无锡话

{它书买个咧。 .J 买则书咧。 x

伦电影看个咧 o .J 看则电影咧。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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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会了英语了。 位英语学会咧。 J 学会则英语咧。×

1.1.2 第二种是加后续成分。助词一般用"得/则"。后续成分和先行成分之间通常

有承接、假设、因果、方式等关系。如:

等f它转来得(勒〉再一淘去等他回来了再一起去。(承接〉

原来是勿肯出钞票得勒再翻去个原来是不肯出钱才没去的。(因果)

看见锤子里滚得就喊我看见锅里开了就喊我。(假设〉

着则衣裳锢觉穿着衣服睡觉。(方式〉

从上列例句可以看出，不管后一动作有没有完成，前一动作肯定是后一动作完成

或实现的前提，所以用完成体，助词用"得/则"。

1.2 动词十体助词十数量+宾语

1.2.1没有任何后续成分该句式也可以成立。

我吃着三只鸡蛋糕、我吃了三只鸡蛋糕。

f它一日天做着三条裤子两件衣裳他一天做了三条裤子两件衣服。

我的语感是，这种情况下助词只能用"着"不能用"则"和"得"。因为这里只

是客观地陈述一件完成的事，事情已经结束，不会对以后产生什么影响。刘丹青(2001)

在分析"着"和"则"的异同时也说"着"含义非常单纯，扩展变化的限制较少，

而带"则"的句子可以有多种带"着"句所不能有的成分，比如语气词和其他后续成

分，另一方面，带"则"句也常以出现这些成分为成句条件。所以我觉得"则"用在

这里不合适，用了"则"有句子还没有结束的感觉。

1.2.2如果后面有其他后续成分则不用"着"。如加上句末语气词"咧"

a、你吃得/则儿只咧啊?你吃了儿只了啊?我己经吃得/则三只咧我已经吃了三只了。

b、你写得/则几化咧啊?你写了多少了啊?我写得/则一点点呀我写了一点点。

c、你吃着几只啊?你吃了几只啊?我吃着三只我吃了三只。

(啡、 (b)的回答因为带有语气词，所以在表示行为完成的同时往往还隐含对现在

的影响，比如(吟，可能吃饱了不要吃了:或者并不排除可以继续或反复进行同类行为，

(b)则可能还要继续写等，因此要用"则/得":而(c)的回答无任何后续成分，仅仅就事

论事，所以只能用"着"。

同样如果有后续成分一般也不用"着"而是用"得"或"则"如:

位吃得/则两碗泡饭还要吃的他吃了两碗泡饭还要吃呢。

但是上文提到过一个例外，即给予义动词后若无语气词可在后续成分前用"着"。

1.3 动词+体助词+数量补语

同理，表示己结束的己然行为宜用"着"若换用"则/得"就强调对现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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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然有后续成分或语气词与之同现。

伊个地方我来着三介这个地方我来了三次。

伊个地方我来得/则三介勿高兴再来咧这个地方我来了三次不愿意再来了。

1.4 存在句 v+体助词+存现宾语

存在句的动词表示动作结束后留下来的状态。这里主要指静态存在句。静态存在

句里的动词后面一般要加"着"表示存在的方式。

墙头娘挂着两幅图画墙上挂着两幅图画。

纸头娘写着三个字纸上写了三个字。

门口头种着三棵桂花树门口种了三裸桂花树。

梅祖麟 (988) 曾提出吴语"仔"来自古汉语"着(著)"，跟官话的持续体助词

"着"同源，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吴语体助词"仔"兼表完成和持续，其中的持续义

和官话"着"是一致的。关于这个"仔"是不是持续体助词的问题，汪平( 1984) 和

刘丹青 (1995) 分别作过讨论。

无锡话"着"作动态助词，虽然写法和普通话一样，但是两者语法意义有区别。

普通话的"着"表示纯粹的持续义，而无锡话的"着"表示完成义，虽然它也能用于

"完成持续体"。而且刘丹青在描写无锡话时也一再强调"着"用于表示存在方式时

必须是行为完成后留下的状态，没有行为完成的固有状态便不能用"着"。而且普通

话里有"骑了马找马"这样的句子，说明普通话完成持续体，既可以用持续体表示，

有时也可以用完成体表示。所以无锡话这种句式中的完成体助词"着"虽然可以翻译

成普通话的"了"或"着"但表示的还是完成义。

我伊两日天面孔娘长着一个营营头我这两天脸上长了→个疙瘩。

五斗橱娘拨{它划着一条路路头五斗橱上被他划了一道痕。

这两句则更明显地侧重表现动作的完成，只能对应于"了"。由此可见，状态和

动作的这种关系是动词语义的固有成分而不是由助词等附加上去的，马希文 (1987)

就指出过:有的状态"在动作的过程中"有的状态是"动作产生的结局"。无锡话里

的"着"主要表示完成，而普通话里的"着"表示持续，若是要表示纯粹的持续义，

无锡里用"勒娘"等后置成分表示。

简单的存现句没有任何后续成分时只用"着"。如果有后续成分或句末语气词，

一般用"得/则"如:

小店门口头围得/则一群人，走也走勿过去小店门口围了→群人，走都走不过去。

门口头种得/则三棵桂花树咧门口种了三棵桂花树了。

1.5 祈使句:动词+ (好〉得/则+ (语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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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则"和语气词相接用在句末，表示劝说或鼓励，有时用在"好"等结果补语

后，表示命令。这是"着"不具备的功能。

你过得/则年就来得/则吧你过了年就来吧。(劝说)

f它拨你你就拿得/则吧他给你你就拿了吧。(鼓励〉

去拿过年要派用场个物事早点买好得/则去拿过年要用的东西早点买好了。(命令〉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无锡话里有三个完成体助词，用法比较接近，其中"得"和"则"可以互换。

"着"和"得/员。"在分布上有些不同。刘丹青将其归结为"着"和"则"意义上的

差别。他认为"着"的含义非常单纯，不能在句末如"咧"也不能加后续成分。而

"则"却不同，它含义比较丰富，它表示完成的同时，往往隐含对现在的影响，所以

能带多种"着"所不能带的成分。我要补充一点的是表给予义的动词后若没有语气词

则用了"着"以后可以加后续成分，只要后续成分与主语无关，就与"着"表示纯粹

的完成义不矛盾。

2) 动态助词往往是由某个经常充当结果补语的动词虚化而来的。"着"和"得/

则"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员。"己经演变成一个纯粹的动态助词，而"得"还充当

状态补语和可能补语的标记"着"则还有一个同音同形的结果补语"着"。为了避免

误解"着"做助词不能用在结果补语后，也不能用在有后续成分的句子中，不能成

为后来行为的前提，只能用于陈述。 如:

我寻着三粒，还有两粒寻勿着我找着三粒，还有两粒没找着

我寻着则/得三粒勿高兴再寻咧我找着了三粒不愿意再找了

我寻着着三粒。 x

我己经落落两只皮夹子咧我已经丢了两只皮夹子了。

我己经落落得/则两只皮夹子咧我已经丢了两只皮夹子了。

我落落着两只皮夹子。×

3) 因为完成体助词也可以用来表示完成持续体，所以常常会出现歧义。有时我

们可以通过动词的语义特征来区别，如有无状态义:

A1'它着着件毛货大衣他穿了件毛大衣。 8 1'它买着部新脚拉车他买了部新脚踏车。

显然可以分辨出， B 是完成体， A 是完成持续体。或者可以通过主语和宾语之间

的关系来区别。如果是存在句那就是完成持续体，如 C; 如果主语和宾语之间是施受

关系就是完成体，如 D:

C 门口头种着一棵树门口种了一棵树。 D 我种着一棵冬青树我种了一棵冬青树。

但是即使如此，还可能有难以区分的歧义现象。就是在连动句中，不管前一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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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表示方式还是后一动作实现的前提，前一动词后的助词是一样的。当前后两个动

作不同步时就不存在歧义，如"汰好得手吃饭"。只有当前后动作的关系比较模糊(既

可以理解成同时进行，也可理解成先后进行时)才能产生歧义。如"关得/则门捆觉"，

既可理解成"关着门睡觉"也可以理解成"关了门再睡觉"。但是，在具体的语境里还

是容易区分的。

关得/则门咽觉，闷煞落咧关了门黯觉，闷死了。

关得/则门晒觉，勿然又要下去迭为一攘关了门睡觉，不然又要特意下去一趟。

(二〉持续体

持续体表示动作或变化的持续。与进行体不同的是它主要侧重于描写，即使表示

某一动作在持续，也多为了说明和描写某事物所呈现的状态。根据与动作的完成是否

有关，可以将持续体分为静态持续体和动态持续体。

1、静态持续体

1. 1 常用的动词

静态持续体表示某种情况或状态客观存在着，与动作的完成与否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这一体里常用的动词多为:

a.非动作性动词。如:

鱼活勒里的鱼活着呢。

灯亮勒娘的灯亮着呢。

b.表示姿态的动词，如"立、坐、陋、口 [b;)田223]蹲、陪"等，这些动词兼表动

态和静态，这里取其静态的一面。

{它E困勒娘的他睡着呢。

{它坐勒娘看电视他坐着看电视。

C.某些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和能愿动词，普通话一般不用持续体，而无锡话带上

持续体助词也可构成持续体，如:

{它欢喜勒娘，你有啥办法?他喜欢，你有啥办法?

你伊介勿去，位晓得勒娘的你这次不去，他知道。

1.2.语法标记

静态持续体的语法标记是动态助词"勒娘"或"勒里"。语素"勒"单独成词可

作动词或介词，如:

你娘勒楼娘你妈在楼上。(作动词)

信勒上海上个大学他在上海上的大学。(作介词)。

-50-



"娘"是方位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上"用于名词后表示处所。"里"就是"里

面"。合在一起，构成"勒娘"或"勒里" "勒娘"或"勒里"有远近之分"勒里"

表示离说话人近的一方("在这里勺"勒娘"则表示离说话人较远的一方("在那里勺。

充当助词时，其指代方位的作用己经虚化了，语法意义变得比较复杂。一般可看作是

从表存在义的同形动词短语虚化而来的。置于动词前表示进行体，置于动词后表示持

续体。表持续义的时候比较接近动态助词"着"但是其使用范围比"着"小得多，

比如它不能的在动词后表示进行体，不能用在"状态就是在动作过程中"的那类动词

后面，如不能说"哭勒娘说"。

2、动态持续体

动态持续体是指某些动作结束后留下的状态在持续着或事物受到的影响可以持

续很久。很多语法著作称之为"完成持续体"。

2.1语法标记

动态持续体可以用持续体助词"勒娘/勒里"表示，句末的"的"表示持续义，

相当于普通话的"呢"。如:

门开勒娘的门开着呢。

钞票准备好勒里的钞票准备好在这儿呢。

也可以用完成体助词表示〈详见完成体1.的。或者两者合用"勒娘/勒里"一般置于

句尾，强调说明动作完成后留下的状态还在持续着。

门口头立着个陌生人(勒娘)的门口站着个陌生人。

{它还着则老棉袄勒娘的他还穿着老棉袄呢。

2.2 动态持续体里动作都要有明显的动作义，有的动词有状态义能直接加助词:

有的动词没有状态义就不能用单纯的持续体，但是在加补语后就可以构成持续体了。

这时只能用"勒娘/勒里"不用完成体助词表示，如:

位日脚过得糊里糊涂勒娘的他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着呢。

小王拿准备工作侨置架好勒娘的小王把准备工作全安排好了。

3、几种持续体的句式

3.1.主+形容词/动词+勒娘/勒里+ (的〉。

位朋勒娘的他蹬着呢。

我肚皮饱勒里的我肚皮饱着呢。

客人坐勒娘咧客人坐在3盯L了。

照片挂勒娘咧照片挂在那儿了。

后两句话的"勒娘"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实在的意思，所以翻译成"在那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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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3.2a.主+动词+勒娘/勒里+宾语

我园勒娘两只椅子我藏着两只桶子。

他还剩勒娘半碗泡饭他还剩在那儿半碗泡饭他还剩下半碗稀饭在那儿。

3 .2b 主十动+ (助) + (补) +宾+勒娘

{它碰着鬼勒娘的他遇见鬼呢。

馆吃勿下饭勒娘的他吃不下饭呢。

一般来说 a 式可以转换成 b 式。如:

我因着两只桶子勒娘的我藏了两只椅子在那儿呢。

{它还剩着半碗泡饭勒娘的他还剩了半碗泡饭在那儿呢。

但反过来， b 式并不一定能转换成 a 式，因为能够在后面直接加"勒娘/勒里"的必须

是有状态义的动词。

3.3 做状语:动词+勒娘/勒里+v+ (0) 

因为持续体的作用在于描写，所以常用于连动句的第一动词后面表示第二动作的

状态或方式。在"完成体"中已经提到"得/则"用于动词后表示状态的用法，这里

主要说"勒娘/勒里"的用法。

坐勒娘看电视坐在那儿看电视。

立勒娘讲劲头站在那儿聊天。

因为"勒娘/勒里"的使用范围有限，不能用在"状态就是在动作过程中"的那

类动词后，所以，在无锡话中表示方式和状态时用完成体助词的较多。在两者都可以

的情况下，用"勒娘/勒里"比较自然，持续义也较强烈。

3.4.祈使句

表示要求保持某种状态，虽然所祈使的动作在说话时尚未发生，但是参照的时间

并不是说话时刻，而是某个不确定的时刻，用"勒娘/勒里"表示到那时仍保持着这

个状态。通常是将"勒娘/勒里"置于句末表示。

你先排勒里你先排在这里。

医生要来咧，快点躺勒娘黝动医生要来了，快点躺在那儿不要动。

有时用于否定句表示禁止或要求改变某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动作。

黝勒娘，当心玻璃不要趴在那儿，当心玻璃。

黝一脚口[ei35]勒娘结绒线不要一直低着头打毛衣的。

注意:这类句子中的持续体助词有时可以替换成完成体助词"则"但是用"则"

的话，还要在动词后用上结果补语或在句末加上语气词，而且不能用于否定句。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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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的是，用"员。"表示到那个时刻这个动作己经完成了。所以，两者的侧重点还是有

区别的。

快点拿饭吃落则吧快点把饭吃掉吧。

你坐好则，黝立出来你坐好了，不要站起来。

黝撞好则，当心玻璃。×

3.5.存在句

上文讲过，存在句里的动词表示动作结束后留下来的状态。动词后面一般要加

"着"表示存在的方式。有时也可将"勒娘/勒里"用于句末，但"勒娘/勒里"是可

有可无的，用了之后则持续的意味稍强一点儿。常见的句式是:

处所词语+动词+着十名词短语+ (勒娘〉

门口头立着两个陌生人(勒娘)门口站着两个陌生人。

墙头娘挂着一幅图画(勒娘)堵上挂着一幅图画。

这种存在句也可以改成"有"字句，这时就只能用"勒娘/勒里"了。

门口头有个陌生人立勒娘门口有两个衔生人站在那儿。

墙头娘有幅圈画挂勒娘墙上有一幅图画挂着。

〈三〉进行体

1、语法标记

进行体的助词为[u，iã 213] ，因无本字，所以用同音字"娘"表示，此外"勒(勒)

娘/勒里"、"登勒娘/里"也可以放在动词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

过个辰光你娘奈亨?那个时候你在干吗?我娘做生活我在干活。

从谢头到现在，但一脚登勒娘烦勿清爽从自信天药现在，他一直在那儿烦。

但是"登勒娘/里"的使用范围远不如"娘"和"勒娘/勒里"广，主要是因为它

还经常作动词用，意为"待在这(那)儿"强调方位感和距离感，所以如果只是表

示时态，而与位置无关，则不用"登勒娘/里"而且它也不能用于无生命的事物。

谢头撞个地方还登勒里痛的昨天撞的地方还在痛呢。 x (主语是无生命的事物)

我还登勒里吃饭的我还在吃饭呢。 x (与位置无关)

搭位讲好旱点转来， f它奈还登勒娘嚼死经啥?跟他说好早点回来，他怎么还在那儿闲聊? .J ( 暗示

与说话人不在同一个地方〉

2、进行体与时间没有特定的关系。可以用于现在，过去和将来。

我还勒里吃饭的，你先去吧我还在吃饭呢，你先去吧。〈现在)

{它谢头还勒娘讲黝去的，伊享光人影子也勿见咧他昨天还说不要去呢，这会儿入影也不见了。(过去)

等歇点信勒娘休息个辰光再去问问信等会儿他在休息的时候再去问问他。〈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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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容词前面也可以加"勒里/勒娘"表示所指时点正在呈现的状态。

谢头撞个地方还勒里痛的昨天撞的地方还在痛呢。

{它勒娘勿适意的，你要却去惹f它他不舒服呢，你不要去惹他。

4、很多普通话里不能用于进行体的动词，如: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趋向动词、

能愿动词等在无锡话里可以用进行体。如:

你黝急，但勒娘来咧你不要急，他快来了。

你勿晓得，几化点人勒娘呕厌信你不知道，多少人在讨厌他。

我正好要勒里问{它的，你也一道听听吧我正好要问他昵，你也一起听听吧。

5、进行体的否定、疑问形式

进行体的否定式和疑问式分别用在"勒娘/勒里"前加"勿/胁"和"阿(是) I 

来表示，具体根据相关的时态商定。

{它阿(是)勒娘做功课啊?他在做功课吗?

一一位勿勒娘做功课， f它勒娘看电视他不在做功课，他在看电视。

信 勒娘瞎七搭八啊?他在胡说八道吗?

一一喊位黝勒娘瞎七搭八叫他不要黯说八道的。他翻勒娘瞎说他没在胡说。

(四〉经历体

1 、经历体是指曾经发生过某种动作或曾经具有某种性状，有的兼表经验和阅历。

只能用于过去。用"过"或"歇过"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

天津我去歇过个，上海我也去歇过个天津我去歇过个，上海我也去歇过个。

伊种事体我从来翻碰着过这种事情我从来没碰到过。

如果后面出现表示完成义的体助词和语气词时，这个"过"不是体助词，丽是补

语，表示完成。这一点同普通话。

他已经来过个咧他已经来过了。

我已经看过得三遍咧我己经看过三遍了。

2、经历体的否定、疑问形式

经历体的否定形式是在动词前加"翻 [v姐13J "，疑问形式是在动词前加"

[an 44J "。这与完成体似乎一样，但是完成体用了"潮"后就不用完成体助词了，而

经历体仍然保留体助词。

我吃着一条鱼。

我吃歇过伊种鱼个。

(五〉已然体

普通话里有一个与完成体助词"了 1" 同音同形的语气词"了 2飞既然是事态语

你吃鱼啦? 一一 我翻吃鱼。

你 吃歇过伊种鱼啦?一一我翻吃歇过伊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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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词，它既表语气又表事态。(李小凡 1995) 事态本该用助词标记，但因为它出现在

句末，便成了句尾语气词的载体，两者合二为一了。这里讨论的已然体主要从事态的

角度分析。无锡话里的己然体标记是"咧"。主要表示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还有成

句和表达语气的作用，这个暂不作讨论。

1、"咧"的作用

主要表示情况发生了变化。它可以用于各种谓语句，不仅仅限于动词谓语句。而

且它表示的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

1. 1 表示动作由未完成到完成或事情从未发生到发生。

信我寄出去咧信我寄出去了。

落雨咧，快点收衣裳下雨了，快点收衣服。

1.2 表示动作由进行到停止。

{它一来，大家就不讲话咧他一来，大家就不讲话了。

1.3 表示事物的性质、状态发生了变化。

彬拷个功课进步咧彬彬的功课进步了。

1.4 表示意愿发生变化。

我勿想去上海咧我不想去上海了。

1.6 表示达到某一新的数量。

明早礼拜天咧明天礼拜天了。

1.7 用于祈使句表示命令，劝阻。

好咧，好咧，大家侨少说两句好了，好了，大家都少说两句。

外头娘落雨的，你要细去咧外头在下雨呢，你不要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否定副词的祈使句中"咧"只能用于劝阻义，不能用在"提

醒不要做什么"的句子中，而普通话则无此限制。如:

普通话

菜放在这里，当心不要给猫吃了。

这个人偷我东西，不要给他跑了。

正确的说法是去掉语气词"咧"。

2、分句句尾事态语气词和完成体助词的分化

事态语气词是对实际发生的事态加以陈述的语气。因此在人们的头脑中事态语气

词有断旬的作用，总是出现在句末，而完成体助词则应该跟在动词后面，一般用在句

中。刘勋宁(1985) 曾对《祖堂集》里的"了"字的位置做过一个调查，一共分为三类:

无锡话

菜放在这里，当心黝拨猫吃落咧。×

过个人偷我物事，黝拨位逃落咧。×

(A) VP 了 VP (B) VP 了# (C) VP 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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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里"了 1 " "了 2" 同音同形，所以不管在哪个位置上都是"了"而在"了

1 " "了 2" 不同的方言中情况就比较复杂。 (A) 式的"了"是完成体助词，这是无庸

置疑的，而其余"俨前的"了"是哪个呢?拿无锡方言来说，有的分句句尾用"咧"

有的用"得/则"。如:

第一组门关好则，勿晓得娘做啥。 第二组门关好咧，你放心点捆吧。

车子开快则，我就有点吃勿消。 车子开快咧，上来吧。

显然第一组的两个分句i司的关系比第二组紧密一些。无独有偶，在陕西清涧话中

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刘勋宁C1985) 通过历时比较的方法发现 B 式是不自由的，它

后面总有后续分句承接。 C 式那个代表断句的"#"是一定要有的，雨后面的 VP 却是

可有可无。事实上 A 式是 B 式的紧缩形式， B 式是 A 式的复句形式罢了。它们与 C

式是两种性质的句式。这里的第一组梧当于 B 式，以"则"作前一分句的结尾必须以

另一个 VP 相随为条件，并且前后两个分句之间存在某种比较密切的关系。第二组相

当于 C 式，后面的 VP 其实是可有可无的，而断句符号是必须的，所以必须用有成句

功能的"咧。"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咧"可以算作成句标记，如:

人老则，身体也推板咧人老Y. 身体也不行了。(因果关系)

人老咧，身体也推板咧人老了，身体也不行了。(并列关系)

二、貌

〈一〉反复貌

反复貌表示动作反复进行，带有随意性，有的语法著作称"随意貌"(石汝杰 1996) 。

在无锡话里，反复貌有四种表达方式，这四种表达方式都表示动作的多次反复，但是

动作的频率和动作的量有区别。

1 、 V 勒 V，单音节动词重叠后在中间加音节助词"勒"构成一种频率较低，动

作较轻缓的反复体。如:脚翘勒翘，头摇勒摇。

2、V 法 V 法:也是将单音节动词重叠，但在每个音节后都加上音节助词"法院内"

整个结构也是表示一种频率较低的动作，但动作幅度比 "V 勒 V" 大。

看{它嘛，走出路来屁股扭法扭法看她，走起路来屁股扭来扭去。

哪拉你拱法拱法，想插队啊?干吗你拱来拱去，想插队啊?

〈二〉短时貌

1、短时貌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其表达方式主要有两种:

1. 1 动词的重叠式。动词的重叠式在无锡话里也可以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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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进行的次数比较少，有时中间可以加入数词"一"或助词"着" (音)、半虚化的

助词"落"。如:

你先登勒里，让我去看一看再来告诉你你先在这里，让我去看一看再来告诉你。

手里松着松就拨伦逃落咧手里松了松就给他跑掉了。

1.2 有的在动词后面加动量补语"一歇"即"一会儿"也可以表示时间短。和

前面重叠式的区别在于动作的时间和次数是否能由动作者控制，如果能控制则用动词

重叠式，反之则只能用动量补语。如:

A 刚巧伦捆着眠。 x B 刚巧位晒着一歇刚才他睡着 zháo 一会。

C 身体勿好就去E困E困吧身体不好就去睡睡吧。

A 例中的 "H困"是"入睡"意，这是动作者不能控制的，所以只能用动量补语表示短

时的意义，如 B 式。而 C 中的"日围"是"上床睡觉"这一动作，这是动作者能够控

制的，所以 C 句可以用重叠式。

2、语法意义

2.1叙述己完成的动作行为。

谢头到上海去，你里 碰碰头啦?昨天到上海去，你们有没有碰碰头啊?

他摸摸面孔，发现长着一个营营头他摸摸面孔，发现长了一个疙瘩。

2.2表示祈使和意愿时，用重叠式可使语气和缓，带有商量的意味。

你歇落歇再做吧你歇歇再做吧。

你先H困一歇你先睡一会。

2.3 由于用短时貌表示的动作一般时间很短，伴随一种轻松随便的感觉，有时就

用来强调动作行为的随意性。

我只必过去问问他，又勿是去抢他物事我只不过去问问他，又不是去抢他东西。

我是说说白相相个，你黝当真哦我是说着玩的，你不妥当真哦。

2.4，在描写经常性的动作时，有举例的作用。

礼拜天么，我勒屋里看看电视，汰汰衣裳，烧烧饭，辰光过得也蛮快葛礼拜天么，我在家里

看看电视，洗洗衣服，烧烧饭，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2.5 在普通话里有 "V 着 V 着，就……"这样的表示持续体的结构，常用来做其

他动作的方式和状态，在无锡话里就可以用重叠式表示。

她讲讲就哭出来咧她讲讲就哭出来了。

伊种迷你吹风机用用就坏落咧这种迷你吹风机用用就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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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尝试貌

尝试貌是在短时貌的基础上形成的，常用"动词重叠式+看"表示。

伊个题自我勿会做。你来做做看这个题目我不会傲。你来做做着。

你去寻老王想想办法看你去找老三怒想办法。

有时还可以在动词重叠式后加上补语。

我来拿伊个油斑搓搓清爽看，勿晓得伊种洗衣粉阿好我来把这个油斑搓搓干净，不知道这种洗衣

粉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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