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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汉滨区方言的体貌系统
杨　静

(安康学院 中文系 ,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 　要 : 安康方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汉滨区作为安康地区的行政中心 , 其方言更是吸纳了周

边方言的特点 , 汉滨区方言也因此而有着丰富的体貌助词和体貌表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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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动词有 “体貌 ”范畴已是语法学界的共识 , 对

方言的体貌系统进行研究 ,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了解

汉语语法的特点。汉滨区作为安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 , 与周边各县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

流 , 加之来自各县的定居于汉滨区的人口近些年来迅速

增长 , 境内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等方言特有的表达方式 ,

也大量融入汉滨区方言 , 汉滨区方言的体貌格式由此呈

现出丰富多彩、南北交融的特色。

一、汉滨区方言的 “体 ”
(一 ) 完成体

完成体的意义比较宽泛 , 有的表动作、状态、事件

成为 “现实 ”, 有的表状态发生了变化〔1〕。汉滨区方言

完成体的体貌助词主要有 “了 ”和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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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放在动词、形容词后或动宾之间 , 用于叙述

一个已经成为现实的完整事件。汉滨区方言完整保留了

“了 ”谓语动词 ———结果补语 ———完全虚化为体标记的

各个过程。用作谓语动词的 “了 〔liau53 〕”, 读音与完成

体标记 “了 ”不同 , 义为 “完结 ”、“了结 ”, 在句中充

当谓语。如 : 事情还没了呢 , 你就想走人 ? “了 ”还可

在否定句中充当结果补语 , 表 “完、完了 ”意 , 读音与

用作谓语的 “了 ”相同。如 : 这么多饭 , 我咋吃得了 !

安康方言用 “了 ”表示完成体 , 主要有以下几种格式 :

(1) V +了 : “了 ”, 既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完成 , 又

表示新情况已经发生或实现 , 其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

“了 1 + 2 ”, 即体助词兼语气词。如 : 太阳出来了 , 地下干

了。

(2) V +了 +O: 这种格式普通话也有 , 但汉滨区方

言与普通话同中有异。相同之处在于 : 普通话的 “V +

了 +O”的格式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 1) 宾语中有数量成

分 ; 2) 有后续动词短语或分句 ; 3) 动词前面有状语 ;

4) 句末有语气词〔2〕。汉滨区方言也是这样。不同之处

在于 : 第一 , 普通话双宾句的格式是 “V +了 + O1 +

O2 ”。汉滨区方言的双宾句有两种格式 , 一种与普通话

相同 , 另一种是 “V + O1 +了 + O2 ”, 即把 “了 ”放在

直接宾语之后 , 如 : 镇坪个伙计送我了一口袋洋芋。第

二 , 普通话有些动宾结构中间不能插入 “了 ”的 , 汉滨

区方言可以加 “了 ”构成 “V +了 + O”的格式。如 :

盖房的事情等娃子明年个毕了业再说 !

(3) V +O +了 : 普通话表完成的 “了 1 ”, 如果句中

有宾语 , “了 ”总在宾语前 , 汉滨区方言的 “了 ”可以

在宾语后并置于句末 , 具有 “了 1 + 2 ”的功能 , 句中的动

词往往要重读以强调动作的完成。如 : 老师说批评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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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后用补语 “下 ”表示动作已完成 , 结果已出

现 , 是由趋向动词表结果的用法逐步语法化为体助词的。

“下 ”作结果补语时的表义还很实在 , 也能构成 “V

+不 +下 +O”可能式和 “V +下 +O +不 ”式的反复问

句 , 可见 “下 ”还不是体貌标记。如 :

A组 　收下了 　住下了 　下下了

“下 ”有时也能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完成 , 但其表结

果的意味还较浓。由于自身语义特点的限制 , “下 ”的

前面大多是非持续动词。如下列动宾短语 :

B1 组 　做下饭了 　找下婆家了

B2 组 　落下病了 　说订下媳妇儿了 　惹下麻达麻烦了

上述短语中的动词少数为持续动词 (B1 组 ) , 多数

是非持续动词 (B2 组 )。“下 ”表示事件的结果已经出

现 , 虽然大多已可以用 “了 ”替换 , 但仍然能够用 “V

+不 +下 +O”构成可能式 , 用 “V +下 +O +不 ”表示

反复问 , 可见还没有完全语法化为纯粹的体助词 , 而是

介于补语和体貌助词之间。再如 :

C1 组 　答应下了 　承认下了 　得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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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滨区方言作为安康地区的强势方言 , 具有很强的

包容性 , 与安康境内的其他方言相比 , 它广泛吸收其他

方言的体貌格式 , 呈现出其中原官话特色突出而又兼容

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特色的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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