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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湘语的补语标记助词“倒”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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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邵湘语的补语标记助词“倒”和“起”都可连接述语和情状补语，“倒”使用频率最高，“起”最低。它们都是从结
果补语语法化而来。比较发现，当补语是光杆性质形容词或单音节词时，由补语标记助词“得”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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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邵湘语连接述语和情状补语（包括状态补语
和程度补语）的补语标记助词有“得、倒、起”三个，

不过“得、倒、起”有各自出现的典型语境，有时很难

被代替。因为补语标记助词“倒”和“起”还常见于

其它一些南方方言中，因此本文着重讨论与普通话

补语标记助词系统不同的“倒”和“起”，并与本方

言的补语标记助词“得”进行比较，以期加深对新邵

湘语情状结构助词系统的认识，并为方言的比较研

究提供材料。

　　一　补语标记助词“倒”的句法分布及其语
法化

　　（一）补语标记助词“倒”的句法分布
１．连接述语和状态补语

朱德熙（１９８２）曾指出，形容词作状态补语有两
种情况，其中单个儿的形容词作状态补语是断言、

静态的、不包含量的概念；状态形容词作状态补语

则具有描写性、动态性及包含量的概念。［１］补语标

记助词“倒”可以连接述语和状态补语，作状态补语

标记，但是状态 补语不能是单个儿的形容词，单个

儿的形容词作状态补语时只能用“得”引出。用

“倒”引出的状态补语主要是状态形容词、动词性补

语、主谓结构补语等，如：

（１）滴桌子乞其抹倒干干净净唧。（这些桌子
被她擦得干干净净。）

（２）昨夜头牙子痛倒眼闭不着。（昨晚牙疼
得睡不着觉。）

（３）校长紧倒讲，讲倒大厮咸乍眼闭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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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直在讲，讲得大家都瞌睡了。）

２．含补语标记助词“倒”的述补结构
Ｖ倒不Ｖ哩　该格式表示施事由于经常进行

某个动作，或者已经进行了该动作很多遍，以至于

不想再进行此动作，重在说明进行该动作的次数

多，如：

（４）鸡肉有么子稀奇?，我吃倒不吃哩。（鸡
肉有什么稀罕的，我吃腻了。）

（５）咯道题目老师讲倒不讲哩，你还做错。
（这道题老师讲都讲烦了，你还做错。）

Ｖ倒不爱哩（唧）　“不爱”在新邵话中表示不
高兴，该格式本来是指由于长时间地进行某个动

作，以至于施事不高兴了。一般用来强调某个动作

进行了很长时间才有结果，说明动作进行了很久、

进行得很艰难，常与副词“还只才”共现，有“好不

容易才达到某个结果”的意思。如：

（６）我俚行倒不爱哩唧还只行到姑唧屋里。
（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姑姑家。）

（７）嗯道题目其想倒不爱哩还只想出来。（那
道题他好不容易才想出来。）

Ｖ１倒 ＋只? Ｖ２　副词“只?”表示在某个时
间范围内，某动作或状况发生的频率高，有“不停

地、接连不断地”的意思。“只? Ｖ２”是对 Ｖ１所造
成的具体状态进行描述，形容 Ｖ１的程度非常
高。如：

（８）听倒讲及格哩，老弟味倒只?跳。（听说
及格了，弟弟高兴得直跳。）

（９）我晓得其恨我恨倒只?颤。（我知道他非
常恨我。）

３．连接述语和程度补语
补语标记助词“倒”连接述语和程度补语时，也

要求程度补语不能是单音节的，此不赘 言。作为

程度补语标记，“倒”在语感上是第一位的。如：

（１０）爸爸爱酒爱倒不得了。（爸爸喜欢喝酒
喜欢得不得了。）

（１１）香港?嗦贵倒吓人。（香港的东西贵
得不得了。）

（二）补语标记助词“倒”的语法化

吴福祥（２００１，２００２）通过方言共时资料的分析
和历史语法现象的考察提出一个语法演变的命题：

状态补语标记←完成体标记（动相补语或完成体助

词），并指出导致这种演变的 原因是再语法化规律

的诱发。［２，３］新邵湘语补语标记助词“倒、起”的来

源能为此提供方言佐证。

１．结果补语“倒”的基本意义
“倒”在新邵话中可以直接用在动词后边做结

果补语，表示动作达到了目的或产生了结 果，相当

于北京话的“着、到、住”等。“倒”表示的结果通常

是最常见，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一种结果［４］。如：

（１２）老鼠子乞我捉倒哩。（老鼠被我抓住
了。）

（１３）去之前要把地址问倒。（去之前要把地
址问到。）

新邵方言的“倒”在部分表示心理活动和感觉

的动词、形容词后，表示人具有了某种感 受。这种

感受通常是消极的，并且“倒”隐含有主体受此感受

影响较深的意味。

（１４）三个小时硑水吃得，把我干倒哩。（三个
小时没水喝，我口渴了。）

（１５）崽崽辣倒哩，快吃滴水唧。（宝宝被辣着
了，快喝点水。）

２．结果补语“倒”的引申义
上述“Ｖ倒哩”的否定式是“硑 Ｖ倒”（如例

１５），但是新邵话中还有一种“硑 Ｖ倒”，一般不用
相应的肯定式，这时“倒”读重音，“硑 Ｖ倒”表示
“没Ｖ够”，常常用在主观认为 量小的语境中，是一
种夸张的说法。如：

（１６）路不多，大厮还硑做倒就做完哩。（事儿
不多，大家还没怎么做就做完了。）

（１７）咯滴饭唧，慢唧我还没吃倒就硑得哩。
（这么点饭，呆会儿我还没怎么吃就会没有了。）

“Ｖ倒哩”中的“倒”有时不仅表示结果，还含
有“（事情）准备好”的意思。后续小句常常说明下

一步可以做什么，否定形式是“（还）硑Ｖ”，如：
（１８）纸裁倒哩，只等你来写字哩。（纸裁好

了，只等你来写字了。）

（１９）桌子摆倒哩吗？滴客要来哩。（桌子摆
好了吗？那些客人要来了。）

某些含结果补语“倒”的述补结构“Ｖ倒”还能
插入“得”构成可能结果补语，说明一种客观的可能

性。“Ｖ得倒”所在句式侧重估量，含有“够量”的
意思。所在小句的主语和宾语都必须含有“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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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动词前边可以出现表限量的副词性成分如

“只、将将刚”等。

（２０）三尺布只做得一件衣裳倒。（三尺布只
能做得了一件衣服。）

（２１）咯间屋放得两只床倒。（这间房放得下
两张床。）

３．补语标记助词“倒”的语法化路径
吴福祥指出，运用共时推勘法探求方言虚词的

来源主要根据语义相关度原则和 语法化程度原

则。［２］因为结果补语“倒”表示动作产生的自然结

果，而情状补语本身就是对 动作造成的结果状态、

程度进行描写，因此它们在语义上具有相关度。相

对于结果补语“倒”，情状补语标记“倒”更为虚化。

因此，新邵方言情状补语标记助词“倒”的演变方向

应该是：结果补语，情状补语标记助词。

　　二　补语标记助词“起”的句法分布及其语
法化

　　（一）补语标记助词“起”的句法分布
补语标记助词“起”也可以出现在述补结构中

连接情状补语，不过相对 “得、倒”而言，“起”所受

的限制最大。首先，“起”前的动词或形容词只能是

单音节的，而“得、倒”没有此限制；其次，“起”和

“倒”一样，所引导的状态补语不能是单音节的。第

三，“起”所引导的状态或程度补语往往带有消极

色彩，或者含有讽刺义，如：

（２２）衣裳穿少哩，冻起打跑跑。（衣服穿少
了，冻得浑身发抖。）

（２３）嗯只细唧瘦起跟只猴子一样。（那个小
孩瘦得跟猴子一样。）

（２４）大厮紧倒问，问起别个不好意思哩。（大
家不停地问，问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２５）嗯只伢唧烂起硑边边哩。（那个男孩坏
透了。）

（２６）朝天辣椒硬是辣起不好声得。（朝天辣
椒真是辣得无法形容。）

总的来说，“起”的使用面最窄。当情状补语是

状态形容词或其它多音节短语时，能用补语标记助

词“起”的地方都可以用“倒、得”，但是能用“倒、

得”的地方不一定能用“起”。

（二）补语标记助词“起”的语法化

１．趋向补语“起”
新邵方言的“起”表示“由坐卧趴伏而站立或

由躺而坐”时，保留在“起来”这个动词里。趋向动

词“起”的意义同普通话，用在动词后作趋向补语，

表示通过动作使人或物体由低处向高处移动。如：

（２７）抬起脑壳，莫紧倒匍在桌子高头。（抬起
头，别一直趴在桌子上。）

（２８）快把我?刀子捡起！（快把我的刀子捡
起来。）

２．结果补语“起”的基本意义
普通话的“起”作结果补语时有三种意义，一是

表示接合以至固定，二是表示“突出、隆起”，三是表

示主观上能否承受。［５］这些用法在新邵湘语中

都有：

（２９）你俚要把滴新书好式包起。（你们要把
这些新书好好地包起来。）

（３０）手乞蚊子咬一口，肿起哩。（我被蚊子咬
了一口，肿起来了。）

（３１）住咯?高级?宾馆何住得起？（住这
么高级的宾馆怎么住得起啊？）

３．结果补语“起”的完成义
结果补语“起”在表示“接合以至固定”这一意

义的基础上，又发展出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或达

到完善的地步”，相当于普通话的“完、好”，如：

（３２）衣裳好就做起哩。（衣服早就做好了。）
（３３）修起电视机哩就讲诉我。（修好电视机

了就告诉我。）

　　三　补语标记“倒、起”与“得”的比较

从使用频率来说，新邵湘语的情状补语标记助

词系统中，“倒”最高，“得”次之，“起”最低。下文

将从情状补语标记助词“得”的句法特点出发，进一

步比较本方言补语标记助词 “倒、起、得”之间的

差异。

（一）得＋状态补语
在以下两种结构中，用来连接述语和状态补语

的补语标记助词只能是“得”。

Ｖ＋得 ＋Ａ　普通话情态补语一般由形容词和
形容词短语充任，而且形容词前面一般要加“很”，

只有在对举或比较的句子里，形容词才能单独作情

态补语。［６］新邵话性质形容词可直接位于“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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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状态补语，否定式是“Ｖ＋得＋不Ａ”：
（３４）今天回来得晏。（今天回来得晚。）
（３５）其滴衣裳穿得太马虎哩。（他穿衣服穿

得太马虎了。）

（３６）昨天泼雪落得不大，只落哩一下唧。（那
天的雪下得不大，只下了一会儿。）

Ａ＋得 ＋好　普通话没有类似结构，该结构中
的Ａ是性质形容词，表示人或事物某一方面的特点
或性质，“好”是对这一特点或性质的肯定性评价。

与其它单音节形容词状态补语不同的是，该结构中

“得”与“好”之间不能插入别的程度性修饰成分或

者否定副词等，如：

（３７）咯件衣裳就是便宜得好。（这件衣服不
错，很便宜。）

（３８）其老弟勤快得好。（他弟弟不错，很勤
快。）

（二）得＋程度补语
单音节的程度补语只能用“得”与述语形容词

连接，主要有“哑、怪”两个，且搭配 很受限制，“怪”

只能搭配“丑、臭、懒”等少数几个消极义形容词，

“哑”能搭配的则更少 （如“少得哑”），具有习用

性。当程度补语是双音节或多音节时（如“出奇、吓

人、咬人、该死、该歪、不得了、硑边边、下床不得、

要不得哩”等），程度补语标记“得、倒、起”很多时

候可以互相替换。这些程度补语所补充说明的述

语一般含有消极义。

（３９）昨夜头肚子痛得下床不得。（昨晚肚子
疼得不得了。）

（４０）北京如今热得该死。（北京现在热得不
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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