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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湘语助词“?样”的词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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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邵湘语的“?”是结构助词，“样”是名词。在“Ｘ?样”结构中，“?样”作为跨层非短语结构，逐渐发展出了推测
助词的用法：基于当前感知但不十分确切的推测，基于过去感知但不十分确切的推测，及向听话人谋求确认或提醒听话人的

语用功能。中心语与修饰语的同一性和省略是“?样”词汇化过程中重要的诱因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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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层非短语结构是指“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
上，只是表层形式上相邻近的两个成分的组合”，［１］

以“Ｘ的话”为例，“的”属于修饰语Ｘ的后附成分，
“话”是中心语，“的话”就是一个跨层非短语结构，

不过它在现代汉语中已词汇化为助词，作为话题标

记，或表示假设语气及停顿等。近年来词汇化研究

领域对跨层结构多有关注，又如董秀芳［２］郭海洋［３］

等。不过研究对象大多限于普通话和古汉语。本

文将以湘语新邵话的材料说明，方言中也存在跨层

非短语结构的词汇化。

　　一　跨层非短语结构“?样”

新邵湘语的“Ｘ?样”结构中，“?”是结构助词，
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居于修饰成分Ｘ（Ｘ一般为谓

词性成分）之后，是定语标记；“样”是名词，样子。

（１）其做起一副连不爱?样，我也懒得管其。
（他做起一副连不高兴的样，我也懒得管他。）

［ｔｉ３１ｔｓｕ４５ｔｈｉ３１ｉ５５ｆｕ４５ｌｉ１２ｎ
４５ａｉ４５ｋｉɑ４５，ｏ３１

ｉａ３１ｌ３１ｔｋｕɑ３１ｔｉ３１］
（２）嗯只细唧行过来哩，一副味塞哩?样。

（那个小孩行过来了，一副很高兴的样。）

［ｎ
３１ｔｓａ５５ｉ４５ｔｉｎ１２ｋｏ４５ｌａｉ１２ｌｉ，ｉ５５ｆｕ４５ｕｅｉ２１４ｓａｉ５５

ｌｉｋｉɑ４５］
“Ｘ?样”常出现在“ＮＰ＋做起 ＋一副 ＋Ｘ?

样”之类的句式里，有时主要谓语动词不出现，直接

以“一副Ｘ?样”的形式做谓语。不过，跨层非短
语结构“?样”在新邵方言中发生了语法化，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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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助词的用法，如：

（３）其把袖子捋起，要跟我打架?样。（他把
袖子捋起，要跟我打架的样。）

［ｔｉ３１ｐａ３１ｉｕ４５ｔｓｌ４５ｔｈｉ３１，ｉａｕ４５ｋｎ５５ｏ３１ｔａ３１

ｔｉａ４５ｋｉɑ４５］
（４）教室?门硑锁?样，你去开下看。（教室

的门没锁的样，你去开一下看。）

［ｔｉａｕ４５ｓ４５ｋｍｎ１２ｍａｕ５５ｓｏ３１ｋｉɑ４５，ｎ
３１

ｔｈｉ２１４ｋｈａｉ５５ａ２１４ｋｈ］
例（３）（４）的“?样”都表示不十分肯定的推测

语气，如果去掉句末的“?样”，句子依然成立，而且

基本意思不变，只是语气上变为肯定。

　　二　基于当前感知的推测助词“?样”

（一）句法语义特点

储泽祥指出，现代汉语“ＮＰ一副 Ｘ的样子”这
种格式不光具有描述功能，而且有评议性，用“一副

Ｘ的样子”来描述ＮＰ，ＮＰ是否是 Ｘ，可信度只有百
分之五十。［４］新邵湘语中，基于当前感知的推测助

词“?样”也具有描述功能和评议功能，不过用“?

样”来表示的推测一般都是基于一定的客观样态，

而且是说话当前所能感知到的。例（３）中“其把袖
子捋起”使说话人作出“要跟我打架”这个推断，因

此语境中常出现说话人做出推测的客观依据，再如

例（５），说话人是根据当前感知到的苹果的状态
“绯红唧”，推测味道“蛮好吃”。

（５）咯只苹果绯红唧，蛮好吃?样。（这只苹
果绯红的，蛮好吃的样。）

［ｋｏ３１ｔｓａ５５ｂｉｎ１２ｋｏ３１ｆｅｉ５５ｕ１２ｔｉ，ｍ１２ｘａｕ３１ｔｈｉａ５５

ｋｉɑ４５］
正因为“?样”表示从样态方面作出推测，因此

它可和“□ｍ５５倒看着、□ｍ５５起看起来”及弱断
言谓词“觉得”共现，排斥和强断言谓词“疑起怀

疑、把作以为、想倒想着”共现。

（６）咯只天□ｍ５５起要落雨哩?样。（这天看
起来要落雨了的样。）

［ｋｏ３１ｔｓａ５５ｔｈｉ５５ｍ５５ｔｈｉ３１ｉａｕ４５ｌｏ４５ｙ３１ｌｉｋｉɑ４５］
（７）还只七点，我觉得等咕好久哩?样。

（才七点啊，我觉得等了好久了的样。）

［ａｉ１２ｔｓ５５ｔｈｉ５５ｔｉ３１，ｏ３１ｔｙ４５ｔｔｎ３１ｋｕｘａｕ３１

ｔｉｕ３１ｌｉｋｉɑ４５］
（二）推测助词“?样”的词汇化

新邵方言基于当前感知的推测助词所在的小

句都可以在主语后谓语前加上表示比拟意义的“好

像”，我们认为，推测助词“?样”很可能来自“ＮＰ
好像ＶＰ?样”这一句式。

（８）其穿滴烂衣裳，好像造孽不过唧?样。
（他穿些烂衣裳，好像可怜不过的样。）

［ｔｉ３１ｔｈｙ５５ｔｉ５５ｌ４５ｉ５５ｓ５５，ｘａｕ３１ｉɑ２１４ｚａｕ１２ｉ５５

ｎ
４５ｋｏ４５ｔｉｋｉɑ４５］
（９Ａ）其?头发好像几年硑剪哩?样，好长。

（他的头发好像几年没剪了的样，好长。）

［ｔｉ３１ｋｄｕ１２ｆａ５５ｘａｕ３１ｉɑ２１４ｔｉ３１ｉ１２ｍａｕ５５

ｔｉ３１ｌｉｋｉɑ４５，ｘａｕ３１ｚɑ１２］
在“ＮＰ好像ＶＰ?样”句式中，“好像”是动词，

“ＶＰ?样”是宾语，这个句式是说话人基于客观观
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等，以比拟的方式对ＮＰ状
态的主观描述，如在例（９Ａ）中，说话人根据经验，
认为现在他的头发的状态与“几年没剪过”的状态

相似。江蓝生曾指出，比拟基于甲乙两事之间有类

似关系，实际上甲不等于乙；推测也基于两事有疑

似之处，但又难以肯定，所以从表比拟到表推测完

全符合词义引申的逻辑义理。［６］因此，“ＮＰ好像 ＶＰ
?样”也带有表示不十分肯定的推测义。

值得注意的是，江蓝生曾指出，跨层非短语结

构“的话”词汇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说 ＮＰ／ＶＰ
的话”动宾短语中，“ＮＰ／ＶＰ”就是“话”的内容，二
者具有同一性，在语义上“说 ＮＰ／ＶＰ的话”可理解
为“说ＮＰ／ＶＰ”。［１］同样，在“ＮＰ好像ＶＰ?样”句式
中，“?样”也可以看成是 ＶＰ的自指标记，“ＶＰ”就
是“样”的具体内容，“ＮＰ好像 ＶＰ?样”就相当于
“ＮＰ好像ＶＰ”（实际上本方言中也存在该句式，由
于“好像”与“ＶＰ”两个谓词性成分连用，“好像”又
虚化成副词）。如：

（９Ｂ）其?头发好像几年硑剪哩，好长。（他的
头发好像几年没剪了，好长。）

［ｔｉ３１ｋｄｕ１２ｆａ５５ｘａｕ３１ｉɑ２１４ｔｉ３１ｉ１２ｍａｕ５５

ｔｉ３１ｌｉ，ｘａｕ３１ｚɑ１２］
这样，当“好像”由侧重指向中心语“样”，发展

为侧重指向修饰语“ＶＰ”，中心语“样”被架空。语
义重心前移导致结构关系变化，本来后附于“ＶＰ”
的结构助词“?”被剩余，只好与同样处于句末的剩

余性的单音节词“样”重新组合，这就为“?样”虚

化为助词准备了句法条件。

从语义上来看，在“ＮＰ好像 ＶＰ?样”句式里，
由于“好像”重在通过事物或状态二者之间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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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达推测，而“样”则通过对事物样态的描摹和评

议来表达推测，它们的微观语义不同。此外，根据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情态理论，情态可以按主观、客

观、显性、隐性４种取向进一步细化，用“好像”表达
的推测可以看作是一种主观显性情态，而“?样”的

表层形式是对事物客观样态的描述，更像一种客观

隐性情态，从情态责任的角度来说，说话人要承担

的情态责任小一些。因此，“?样”在语义系统中就

有了存在的理由。另外，由于“ＶＰ?样”表达的是
对ＮＰ这个事物的样态的描摹和评议，因此，它也可
以单独作谓语表示推测，这体现了语义对句法的反

作用。当“?样”可以脱离“好像”单独表示推测

时，这标志着其作为基于当前感知的推测助词用法

正式形成。

（９Ｃ）其?头发几年硑剪哩?样，好长。（他的
头发几年没剪了的样，好长。）

［ｔｉ３１ｋｄｕ１２ｆａ５５ｔｉ３１ｉ１２ｍａｕ５５ｔｉ３１ｌｉｋ
ｉɑ４５，ｘａｕ３１ｚɑ１２］

　　三　基于过去感知的推测助词“?样”

（一）基本语义

基于当前感知的推测助词“?样”所在的小句

既是对当前存在的某个客观样态进行描写，也是对

这个客观样态的某个方面的推测，表示“基于当前

感知但不十分确切”，它与当前语境联系密切。随

着推测助词“?样”使用频率的增加，其功能进一步

扩展，“?样”由与当前语境相联系发展到与非当前

语境相联系，逐渐获得“基于过去感知但当前不十

分确切”的表达功能，“?样”所在句式的语法意义

是：说话人在以前的某个时间或地点感受或接收过

相关信息，但在说话的当时对这个信息不能百分之

百的确认，因此用“?样”削弱对这个信息的肯定语

气，整个句式含有“如果我没记错，事情好像是这样

子”的意味，我们把这种意义的“?样”称为基于过

去感知的推测助词。如文章开头例（４）表示说话人
之前可能看到过“门没锁”这一情景，但在说话的当

时又不是百分之百地确认，因此用“?样”表示对

“门没锁”这一状态存在的弱肯定。再如例（１０）说
话人可能看到过对方是刚刚才吃完饭，但对方又说

饿了，因此才用“?样”来表示对“将将吃咕饭”这

一状态的弱肯定：

（１０）将将吃咕饭?样，何?又喊肚潮哩？
（刚刚吃完饭的样，怎么又喊肚子饿了啊？）

［ｔｉɑ５５ｔｉɑ５５ｔｈｉａ５５ｋｕｖ２１４ｋｉɑ４５，ｏ１２ｋ
ｉｕ４５ｘ３１ｔｕ３１ｚａｕ１２ｌｉ］

因此如果脱离语境，“?样”可能产生歧义，例

（１１Ａ）中的“?样”为基于当前感知的推测助词，是
根据当前亲眼所见“两个见面亲热不过”，从而推测

两人“关系蛮好”；而例（１１Ｂ）中的“?样”为基于过
去感知的推测助词，是根据说话人所听说到的信息

推测“其两个关系蛮好”，但说话人又不十分肯定。

（１１Ａ）两个见面亲热不过，关系蛮好?样。
（两个人见面亲热不过，关系蛮好的样。）

［ｌｉɑ３１ｋｏ４５ｔｉ４５ｍｉ４５ｔｈｉｎ５５ｚ２１４ｎ
４５ｋｏ４５，ｋｕɑ５５

ｉ４５ｍ１２ｘａｕ３１ｋｉɑ４５］
（１１Ｂ）其两个关系蛮好?样，我听倒讲。（他

们两个关系蛮好的样，我听说。）

［ｔｉ３１ｌｉɑ３１ｋｏ４５ｋｕɑ５５ｉ４５ｍ１２ｘａｕ３１ｋｉɑ４５，ｏ３１

ｔｈｉｎ２１４ｔａｕｋɑ３１］
（二）句法特点

基于过去感知的推测助词“?样”所在小句的上

下文中常有表示推测信息来源或原因的小句，如例

（１２）的后一小句“我还看倒其一回”表示说话人曾经
亲眼所见，例（１３）“听倒讲”表示说话人曾经听说。

（１２）其好就回来哩?样，我还看倒其一回。
（他早就回来了的样，我还看到他一回。）

［ｔｉ３１ｘａｕ３１ｔｉｕ４５ｖｅｉ１２ｌａｉ１２ｌｉｋｉɑ４５，ｏ３１ａｉ１２

ｋｈ２１４ｔａｕｔｉ３１ｉ５５ｖｅｉ１２］
（１３）你要去北京去哩?样，听倒讲。（你要去

北京去了的样，听说？）

［ｎ
３１ｉａｕ４５ｔｈｉ２１４ｐ４５ｔｉｎ５５ｔｈｉ２１４ｌｉｋｉɑ４５，

ｔｈｉｎ２１４ｔａｕｋɑ３１］
其次，基于过去感知的推测助词“?样”所在的

小句常常与“我记得”共现，强调这只是根据说话人

的记忆得来的不十分肯定的结论；另外，句中也可

以出现表示极肯定的语气副词“硬是”，如：

（１４）我记得钱还咕哩?样，何?又来要起？
（我记得钱还了的样，怎么又来要了？）

［ｏ３１ｔｉ４５ｔｉ１２ｖɑ１２ｋｕｌｉｋｉɑ４５，ｏ１２ｋ
ｉｕ４５ｌａｉ３１ｉａｕ４５ｔｈｉ３１］

（１５）咯只人我硬是在哪里看倒过?样。（这
个人我硬是在哪里看到过的样。）

［ｋｏ３１ｔｓａ５５ｚｎ１２ｏ３１ｎ４５ｚ２１４ｚａｉ２１４ｌａ３１ｌｉｋｈ２１４ｔａｕ
ｋｏ４５ｋｉɑ４５］

（三）语用功能

根据语境的不同，基于过去感知的推测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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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还有向听话人谋求确认或提醒听话人，如例

（１６）（１７）的语用功能，如：
（１６）你咯回是考只第二名?样？（你这回是

考个第二名的样？）

［ｎ
３１ｋｏ３１ｖｅｉ１２ｚ２１４ｋｈａｕ３１ｔｓａ５５ｄｉ２１４４５ｍｉｎ１２ｋ

ｉɑ４５］
（１７）咯本书要蛮多钱?样？你何买得起？

（这本书要蛮多钱的样？你怎么买得起啊？）

［ｋｏ３１ｐｎ３１ｙ５５ｉａｕ４５ｍ１２ｔｏ５５ｉ１２ｋｉɑ４５？ｎ
３１

ｏ１２ｍａｉ３１ｔｉｔｈｉ３１］
基于过去感知的推测助词“?样”常出现于自

言自语的陈述句或者对话语境中的是非问句里，但

是不能出现在特指问、选择问或正反问里，因为只

有是过去有所感知的一定的事实才有不那么肯定

其存在的可能，而特指问、正反问、选择问表示的信

息本身就不明确。

　　四　相关现象考察

江蓝生提到，现代汉语比拟助词“似的”除了表

示比喻与相似之外，也能位于句末表示不肯定的判

断语气。表示不肯定的判断语气时，“似的”可以单

独用在句末或与“好像”结合形成框架“好像……

似的”。［６］“似的”表示的不肯定意义基本上涵盖了

基于当前感知的推测和基于过去感知的推测两种

功能。

新邵湘语的推测助词“?样”的用法似乎更为

灵活，特别是在是非问句中表示要求确认或提醒的

用法，普通话的“似的”很少这样用，如例（１８）“?
样”表示基于当前感知的推测助词时，可用“似的”

来对译。

（１８）行路只?汶，好像吃醉哩?样。（走路踉
踉跄跄的，好像吃醉了的样。）

［ｎ１２ｌｕ４５ｔｓ５５ｋｏ３１ｖｎ２１４，ｘａｕ３１ｉɑ２１４ｔｈｉａ５５

ｔｓｕｅｉ４５ｌｉｋｉɑ４５］
可见，虽然普通话的“似的”与新邵话的“?

样”都可以表达比拟、相似，以及不肯定的推测语

气，但是它们的语义并非完全重合。这提醒我们，

方言与普通话中的词在某些方面功能大体相同，但

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发展会完全一致，可能仍会有语

法化程度的高低之别。

本文通过对新邵湘语助词“?样”的考察，说明

了汉语方言也存在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词汇化，“?

样”从跨层非短语结构向推测助词发展的词汇化过

程，是一个客观性逐渐减少、主观性逐渐提高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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