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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昭平方言持续体标记有“倒”和“住”，主要针对“倒”和“住”的基本用法、语法形式以及历史演变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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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体标记指通常位于动词或形容词之后宾
语之前的成分，表示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普通

话为“着”，昭平方言则为“倒”和“住”。昭平县位

于广西贺州市东部，《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昭平方言

划归为粤语勾漏片。［１］上世纪９０年代，汉语体貌研
究开始兴起发展。同时，汉语方言持续体研究也成

为方言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

果，如麦穗，［２］李蓝，［３］罗自群，［４］林颂育［５］等，针

对某一方言点的持续体标记进行详尽描写或对比

分析多个方言点的持续体标记。目前，对于广西的

持续体标记研究主要有贵港方言、玉林方言、［６］南

宁白话、［７］梧州白话、［８］灌阳话、［９］柳州方言，［１０］尚

未涉及昭平方言。昭平方言持续体标记主要有

“倒”和“住”，符合罗自群在分析不同类型的持续

标记的地理分布特点时得出的结论：［ｔｓ］／［ｔ爧］和
［ｔ］两类声母的持续标记的分布有明显交错现象，
在粤语区“紧”或“稳”和“倒”可能共存。本文将从

这两个持续体标记的基本用法、语法形式、历史演

变三方面展开研究，从一定程度上丰富汉语方言

研究。

　　一　“倒”和“住”的基本用法

普通话常用持续体标记为“着”，句法环境为

“Ｖ＋着”，而昭平方言主要用“倒”和“住”，其用法
比较复杂。

（一）“倒”字的基本用法

“倒”在昭平方言中有阴去［ｔｕ４４］和阴上
［ｔｕ５５］两种读音。

（１）当昭平方言的“倒”读作［ｔｕ４４］时，相当于
普通话的实义动词“倒”，可以单独作谓语。

１．位置上下前后翻转。倒顶身体倒立。
２．将容器里的东西倒出来。倒油。
３．向反方向移动。倒转来行向着相反方向走。
（２）当“倒”读作［ｔｕ５５］时，其具体用法如下：
１．作结果补语，表示动作的结果或目的。你衫

裤找倒硑曾你的衣服找到了没有？／头猫捱木杈夹
倒咧这只猫被木杈夹住了。

２．作可能补语，指做事的能力或动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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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思是“能够，可以”。手太冷写硑倒字手太冷

写不了字。／借倒银纸咧借到钱了！
３．作方位介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在”或昭平方

言的“跟”，后接处所名词，如凳子、桌子、地板等。

坐倒凳了坐在凳子上睡着了。／头妹睡倒地底哭
这个小女孩躺在地上哭。

４．作持续体标记，接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表
示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我屋停倒八个人我家

住着八个人。／头老师跟教室上倒课那个老师在教
室上着课。／个人硑跟屋，又见灯光倒一个人也不
在家，但灯又亮着。当“倒”用于“在”或“跟”引导

的介宾短语前时，“倒”实际是粘着于前面的动词或

形容词，此时为持续体标记，如：坐倒跟凳了坐着

在凳子上睡着了。

５．作动相补语，相当于普通话的补语“好”，表
示动作银纸放倒波放好钱哦。／把头发绑倒把头发
绑好。

６．作进行体标记，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一般跟
时间副词连用。我果尼吃倒饭我现在吃着饭。

（二）“住”字的基本用法

“住”只有阳去［ｔｙ２１４］一种读音。既可作实义
动词，也可作非持续动词，视具体语境而定。

（１）作实义动词时，相当于普通话动词的
“住”，表示居住、停留。?住跟农村?住在农村。／
阿鸃捞我队住跟一起奶奶和我们住在一起。

（２）作非实义动词时，其用法如下：
１．作结果补语。拉住?，硑畀?跌拉住他，别

让他跌倒了。／拖住狗拖着狗。
２．作方位介词，与介词“倒”用法一致，相当于

昭平方言的“跟”，后接处所名词。睡住地底睡在地

上。／躲住床底躲在床底。
３．作持续体标记，用在动词和形容词之后，表

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我果尼吃住饭我现在在吃

饭。／睡住看书睡着看书。／头妹面红住那个女孩
脸红着。“住”同样可以置于“在”或“跟”引导的介

宾短语前，如：睡住跟床上睡着在床上。

４．作动相补语，等同于普通话的补语“好”。银
纸放住波放好钱哦。／把头发绑住把头发绑好。
５．作进行体标记，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可以跟

时间副词连用。我果下洗住凉我这会儿正在洗澡。

　　二　持续体标记“倒”和“住”的语法形式

昭平方言的“倒”和“住”是典型的持续体标

记，均可跟在动词和形容词之后，很多情况下可以

互换，其基本句法环境为“Ｖ＋倒／住”或“Ａｄｊ＋倒／
住”，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持续体标记“倒／
住”可构成“（Ｎ施／受＋）Ｖ＋倒／住（＋Ｏ）”“Ｎ处
所＋Ｖ＋倒／住 ＋Ｏ施／受”“（Ｎ施 ＋）Ｖ１＋倒／住
（＋Ｏ）＋Ｖ２（＋Ｏ）”“（Ｎ施 ＋）Ｖ１＋倒／住 ＋Ｖ１＋

倒／住（＋斗）＋Ｖ２”等多种语法形式。
根据动词的情状，可以分为静态动词、动态动

词和终止动词，其中前两种动词可接持续体标记。

静态动词指动作行为进行过程中或完成后一段时

间内可以保持某一静止状态或结果的动词，如坐、

蹲、躺、睡、停、等、穿、戴、系、拿、扶、放、挂、关等；动

态动词表示动作本身，不表示动作行为完成后持续

的状态，只是接了持续标记后才表示动态持续，例

如：吃、喝、行、说、跳、看、听、猜、走等。此外，能进

入“Ａｄｊ．＋倒／住”格式的形容词主要有光、暗、红、
黑、白、空、痛、肿、累等，常带贬义色彩。

１．（Ｎ施／受＋）Ｖ＋倒／住（＋Ｏ）
“（Ｎ施／受＋）Ｖ＋倒／住（＋Ｏ）”是昭平方言

持续体的基本形式。Ｖ多为单音节词，前面可跟副
词连用。主语和宾语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主

语可以是施事，也可以为受事。主语一般为人称代

词，宾语一般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主语、宾语均可被

量词修饰。当主语为施事时，句子形式为“Ｎ施＋Ｖ
＋倒／住＋Ｏ”，而当主语为受事时，只不过是将“Ｎ
施＋Ｖ＋倒／住 ＋Ｏ”的宾语提前至主语位置，而主
语位置保持不变，即“Ｎ受＋Ｎ施＋Ｖ＋倒／住”。此
语法形式多用于陈述句和祈使句中，也可以用于疑

问句。

（１）?契倒／住饭她吃着饭。
（２）本书?看倒／住他看着这本书。
（３）?成日黑倒／住面他成天黑着脸。
（４）头新娘穿倒／住红衫这个新娘穿着红衣服。
（５）企倒／住来站着！
（６）你眯倒／住眼你眯着眼！
例（１）和（２）的“倒／住”表示动作的持续，不能

省略，其主语分别为“?”和“本书”，其中“?”为施

事，“本书”是受事，前有量词修饰，表示特指。（１）
中如果省略“倒／住”，则句子只是陈述一般事实，无
持续义。如：“她吃倒／住饭”表示吃饭这个动作在
一段时间内持续，表示由“吃饭”这个动作行为形成

的动态持续状态。要是省略“倒／住”，则只是陈述
“她吃饭”这个事实。（２）若省略“倒／住”，变成“本
书?看”，意在强调“这本书是他在看，而不是我或

者其他人看”。例（３）为状态的持续，表示他保持
着“黑着脸”的这个状态，形容动词“黑”前面用副

词“成日”修饰，表达说话人埋怨或不满的心情。例

（４）因“倒／住”也作进行体标记，因此“穿 ＋倒／住”
有两种解释：表动作的进行；表“穿”动作完成后保

持“穿着”的状态。（５）和（６）为祈使句，说明说话
人希望听话人做出或保持相应动作，表示命令或建

议。“企倒／住”表示“站”这一动作的持续，“眯倒／
住”表示“眯”这一动作完成后保持的状态。祈使

句中的主语可以省略，如例（５），也可以不省略，如
例（６）。祈使句中的持续体标记“倒／住”一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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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省略后则不表示祈使，而表示向听话人提出

邀请，如“坐”，意思为“请您坐下”。“倒／住”用于
祈使句“Ｖ＋倒／住”，其后还可以添加趋向补语
“来”等，即“Ｖ＋倒／住＋来”，使祈使句强加于人的
语气稍微缓和，多用于劝说或建议。具有该用法的

动词不多，一般为静态动词如企、坐、睡等。

２．Ｎ处所＋Ｖ＋倒／住＋Ｏ施／受
该句式为存现句，表示某处存在某人或某物，

说明动作完成后存在的一种状态，其宾语可以是施

事也可以是受事。若要将处所名词后置，则需要在

“倒／住”后添加方位介词“在／跟”，构成介宾短语，
此时该句式可以简略为“Ｎ施／受 ＋Ｖ＋倒／住 ＋
在／跟＋Ｎ处所”。处所名词或介宾短语置于句首
或句末，语义上相差不大，但强调重点有所不同。

若位于句首，强调某人或某物存在的处所，若位于

句末，强调某地或某处存在的人或物。

（７）门口槛坐倒／住几个人门槛坐着几个人。
（８）衫架上挂倒／住件衫衣架上挂着一件衣服。
例（７）的宾语为施事，说明“门槛坐着人”，是

某处存在某人的一种状态。该句强调“门槛”而不

是别处坐着人。也可以直接在处所名词前添加方

位介词“跟／在”，则例（７）变成“跟／在门口槛坐倒／
住几个人”，与“门口槛坐倒／住几个人”语义相差
不大。若要将处所名词“门口槛”后置，需在“倒／
住”后添加介词“在／跟”，原句变为“几个人坐倒／
住在／跟门口槛”，此时强调在门槛坐着的是“几个
人”，而不是其他事物。例（８）的宾语为受事，“挂
倒／住”表示“挂”动作完成后保持着的一种静态持
续状态，即“衣架上挂着衣服”，表示某处存在某物。

例（８）也可以表示为“件衫挂倒／住在／跟衫架上。”
３．（Ｎ施＋）Ｖ１＋倒／住（＋Ｏ）＋Ｖ２（＋Ｏ）
该句式为连动句，“倒／住”用在两个动词之间，

Ｖ２是主要动作，其中“Ｖ１＋倒／住”表示Ｖ２的伴随状
态或手段方式等，以“Ｖ１＋倒／住”的伴随状态或手
段方式进行 Ｖ２。主语只能为施事，由指人或动物
的名词或名词词组、人称代词充当。

（９）尼通日睡倒／住玩手机你成天睡着玩手机。
（１０）我阿叔经常吃倒／住饭看电视我爸经常吃

着饭看电视。

（１１）开倒／住车去黄姚古镇开着车去黄姚
古镇。

例（９）中的“睡倒／住”表示施事处于“睡着或
躺着”的状态去进行另一动作，即“玩手机”，Ｖ１前
面添加副词“通日”，使句子含有埋怨义。例（１０）
“吃倒／住饭”表示主要动作“看电视”的伴随状态，
即“吃着饭的时候，看电视”，因此一般不说“看倒／
住电视吃饭”。例（１１）“开倒／住车”是“去黄姚古
镇”的一种手段方式，强调是“开车”而不是采用走

路或坐船等其他交通方式。

４．（Ｎ施 ＋）Ｖ１＋倒／住 ＋Ｖ１＋倒／住（＋斗）
＋Ｖ２
此语法形式表示在某动作或状态的持续情况

下突然出现新情况、新发现。“Ｖ１＋倒／住”本身就
表示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而重叠形式“Ｖ１＋倒／
住 ＋Ｖ１＋倒／住”使得“Ｖ１＋倒／住”的延续时间更
长久迟缓。Ｖ１和 Ｖ２一般为不同的动词，但在否定
句中，可以一样。该句式的主语为施事，不能为受

事，且“Ｖ１＋倒／住＋Ｖ１＋倒／住”后不能接宾语。
（１１）头细子行倒行倒斗扑一跤那个小孩走着

走着就摔了一跤。

（１２）哭倒哭倒斗咧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１３）跳住跳住硑跳咧跳着跳着不跳了。
（１４）只手红倒红倒斗黑咧这只手红着红着就

黑了。

例（１１）动作“扑一跤”出现的状态为“行倒行
倒”，即一段时间内保持走路的状态，它比“行倒”

持续的时间稍长；例（１２）静止状态“”出现的动
作状态为“哭倒哭倒”。肯定句中，表示出现新情况

的动词Ｖ２不能与Ｖ１一样，但在否定句中却可以，如
例（１３）中动作状态“跳住跳住”出现的新情况是
“硑跳”。该句为否定句，因此句中重叠式“跳住跳

住”的动词“跳”与出现新情况“硑跳”的动词一致。

例（１４）中“黑”这个新情况在前面“红倒红倒”的状
态下出现，表示手的颜色变化渐变的过程。

　　三　持续体标记“倒”和“住”的历史演变

（一）语言学界关于“倒”和“住”的来源说

关于持续体标记“倒”的来源，罗自群认为持续

标记“倒”字来源于附着意义的“著”。梅祖麟［１１］猜

测西南官话的“倒”本字可能是“着”，而李蓝则认

西南官话贵州大方话的“倒”来源于现代汉语“到

达”的“到”。关于持续体标记“住”的来源，罗自群

认为“住”同样来自附着意义的“著”；杨敬宇［１２］则

认为普通话中“住”的“停止、停留”义是广州话

“住”发展为具有持续意义的动态助词的语义基础。

宋金兰［１３］指出粤语和广西平话的持续貌助词“住”

均与“在”存在双声关系，在壮、侗、苗、瑶等民族语

言里，“在”和“住”为同一个词。

罗自群认为应该将持续体标记来源归于中古

汉语附着意义的“着（著）”。如果坚持持续体标记

同源说，那么各地方言持续体标记为什么会呈现各

种不同的语音形式呢？李蓝指出，“在汉语方言中，

并非有相同语法功能的词就源于同一个字。”因此，

对于昭平而言，不同语音形式的持续体标记“倒”和

“住”可能有不同来源。从语音的角度来看，普通话

“到”“着”和中古汉语“著”，在昭平方言中的发音

分别为［ｔｕ４４］［ｔｉｋ５５］和［ｔｙ４４］，而昭平方言
“倒”和“住”发音分别为［ｔｕ５５］和［ｔｙ２１４］，可见昭

５１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总第１１５期）

平方言的“着”［ｔｉｋ５５］与“倒”［ｔｕ５５］声调值一
致，但声、韵母不一样，“著”［ｔｙ４４］与“倒”［ｔｕ５５］
声韵调均不一样，但“到”［ｔｕ４４］“倒”［ｔｕ５５］声韵
母调方面基本一致；对于“著”［ｔｙ４４］字，其声韵母
与“住”［ｔｙ２１４］一致，声调值存在差异。很多学者
也指出“住”不是本字，应该为方言同音代替字。由

此可以大胆推测，昭平方言的持续体标记“倒”不大

可能来源于“着”或“著”，应该来源于动词“到”，而

“住”的来源应为中古汉语的“著”。

（二）持续体标记“倒”的历史演变

“到”在《说文》为：“至也，从至刀声。”“到”本

义为“到达”，从先秦时期周朝开始，这种用法就开

始出现了，后常接具体的处所名词，指到达某地或

某处，如：蹶父孔武，靡国不到。（周·《诗经》）。

春秋时期，“到”后接表示时间的名词。伯夷叔齐饿

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春秋

·《论语》）。战国时期开始，“到”开始出现在位移

动词之后，“到”仍接处所名词。如：归到鲁东门外，

适遇柳下季。（战国·《庄子》）。到了唐代，“到”

接动词作补语，后接宾语充当句子的结果补语，如：

百姓所纳到弓箭、长刀等，府县不合收贮。（唐·

《唐文拾遗》）。北宋时期，“到”接动词作补语的用

法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到”作持续体标记的用

例。如：又见陈到肴馔，老人饮啖自若，左右亦无仆

从。（北宋·《太平广记》）。

李蓝指出，“‘到’的虚化过程可能是：Ｖ到表示
动作到达某一地点 ＞Ｖ到表动作涉及对象 ＞Ｖ到
表动作有了结果＞Ｖ到表动作持续。”［３］５０从我们考
察的史料来看，“到”的虚化路径也基本符合这一路

经，并且符合虚词由实词虚化而来的普遍规律。

（三）持续体标记“住”的历史演变

因昭平方言的“著”与“住”声韵调大体一致，

作持续体标记的“住”应为“著”的方言代替字，其

虚化过程类似普通话的持续标记“着”。“著”的本

义为“附着”，同“着”。先秦时期，“著”主要用作动

词，常以“著于”的形式出现。例如：风行而著于土，

故曰其在异国乎！（春秋·《左传》）。到了魏晋南

北朝时期，“著”主要以“Ｖ＋著＋处所名词”的形式
出现，可见这个时期的“著”已经开始向介词虚化，

但仍保留着动词的“附着”义。例如：诸将覆护，乃

囚於壶关，闭著土窖中，以车轮盖上，使人固守。

（六朝·《三国志》）。唐宋时期开始，“Ｖ＋著”后
还可以跟非处所名词。如：上公跪著剑，?伏，兴，

纳舄，乐作，复横街南位，乐止。（唐·《通典》），并

出现了“处所名词＋Ｖ＋著”的形式。如：刀剑为峰
萫，平地放著高如昆仑山。（唐·《全唐诗》）。当

“Ｖ＋著”后的名词省略或“处所名词 ＋Ｖ＋著”前
的处所名词不出现时，留下“Ｖ＋著”的形式，此时
“著”已经开始虚化为持续体标记。例如：只缘春欲

尽，留著伴梨花。（唐·《全唐诗》）。

从以上分析可知，持续体标记“著”的虚化过程

为：动词“著”表附着意义＞处于动词于介词之间的
“著”表附着义兼存在义＞介词“著”表存在意义 ＞
持续体标记“著”表动作或结果状态。

　　四　结语

昭平方言的“倒”和“住”均属持续体标记。文

章首先探讨了“倒”和“住”的基本用法；其次对其

构成的语法形式进行归纳总结并举例说明，主要有

４种语法形式，即“（Ｎ施／受 ＋）Ｖ＋倒／住（＋
Ｏ）”、“Ｎ处所 ＋Ｖ＋倒／住 ＋Ｏ施／受”“（Ｎ施 ＋）
Ｖ１＋倒／住（＋Ｏ）＋Ｖ２（＋Ｏ）”“（Ｎ施 ＋）Ｖ１＋倒／
住＋Ｖ１＋倒／住（＋斗）＋Ｖ２”；最后探讨了“倒”和
“住”的历史演变，得出“倒”的来源为“到”，其虚化

过程为“‘到’表示动作到达某一地点 ＞‘到’表动
作涉及对象＞‘到’表动作有了结果 ＞‘到’表动作
持续”；“住”的来源为中古汉语“著”，按照“动词

‘著’表附着意义＞处于动词于介词之间的‘著’表
附着义兼存在义＞介词‘著’表存在意义 ＞持续体
标记‘著’表动作或结果状态”这个过程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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