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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吴语常熟方言的
“

介
”

共有六种功能 ： 方式程度指示词 、句首话语起始标记 、陈述句末话语结束标记 、
疑

问句末结束标记 、小句连接标记以及话题标记 。 通过对 《缀 白裘 》 和 《三笑》等早期吴语文献的考察 ， 构拟 了

“

介
”

从方式程度指示词到话题标记的演变路径 。 比较话题标记
“

末
”

，发现常熟方言中 的
“

介
”

和
“

末
”

在使用

上有分工 ，苏州 、上海金 山等邻近方言中
“

介
”

话题标记功能丢失的原因与话题标记
“

末
”

的覆盖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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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一

般认为吴语中的
“

介
”

和
“

个
”

有相 同 的历史来源 （ 潘悟云和 陶寰 １ ９９９
； 钱乃荣 ２００３ ） ／

１
］

由于
“

介
”

出现频率高 ，功能类别丰富 ，

一直以来都是吴语学者研究的重点 。 但是
“

介
”

丰富的功能类别更多

地保存在吴语的早期文献中 ，现代吴语中
“

介
”

的很多句法功能都失落了 ， 因而学者们对
“

介
”

的研究也

更多地锁定在早期吴语文献中 。 如钱乃荣 （
２００３

）通过对 《 山歌 》 、 《三笑》等文献的研究 ，发现
“

介
”

还有

连词 、句末语气助词等虚化功能 。 刘丹青 （
２００５

） 发现 《三笑》 中
“

介
”

有话题标记功能 。 史濛辉 （
２０ １ １

）

分析了 《海上花列传》 中所见的苏州方言疑问语气词
“

介
”

（作者写作
“

嗄
”

） ，指 出
“

介
”

的作用是使疑问

语气得到增强 。 翁寿元 （
２０ １４

） 同样通过早期吴语文献对
“

介
”

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发现
“

介
”

有疑问语气

词 、语气助词等功能 。 此外 ，也有部分吴语学者对现代吴语中
“

介
”

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 如徐波 （
２００４ ）

描写了舟山方言中指示词
“

介
”

的功能
；

王彬安 （
２０ １０ ）对枫泾方言 中句末语气词

“

介
”

（作者写作
“

嘎
”

）

做了论述 。

虽然前贤已经对吴语
“

介
”

做了
一些文献和方言描写

，
但由 于

“

介
”

的部分功能在现代吴语中失落地

较为严重 ，
而 以文献为本的描写又缺乏语感作为支撑 ， 因而前贤在描写时会 出现

“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

［
收稿 日 期 ］

２０ １ ６年１０ 月２７日［
定稿 日期

］
２０ １ ７年 １０ 月 ２４日ｄｏ ｉ

：
１ ０ ．７５ ０９／

ｊ
． ｌ ｉｎｓ ｃｉ ．

２０ １７ １ ０ ＿
０３ １６ １ ２

＇

本文初稿曾在
“

第七届 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会议
”

（ 西安 ，
２０ １４

） 上宣读 ，
承蒙 与会专家刘丹青教授 、刘祥柏教

授以及王健教授的指正 ；
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亦得益于邓思颖教授 、陈玉洁博士 、盛益民博士 以及史濛辉博士的

指教 ； 《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审专家提出 了很多宝贵 的修改意见 。 在此
一

并致谢 ，
文 中若有错漏 ，

一概 由笔者负责 。

〔 １ 〕 部分文献将吴语的
“

介
”

写作
“

嘎
”

，为 了行文方便 ， 本文都写作
“

介
”

，但在相应的地方都会予 以说明 。

２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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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问题 ，而且也未能交代
“

介
”

这些虚化功能 的来源及其演变路径 。 据笔者考察 ，
吴语常熟方言与 清中

期长篇弹词《 三笑 》 中
“

介
”

功能类别较为
一

致 ， 对其进行描写和分析 ，
可 以更为详细 、准确地考查

“

介
”

的功能及其相关问题 。

常熟是苏州下设的
一

个县级市 ，位于苏州市区 的东北部 ，
常熟以县城虞 山镇为 界 ，

又可分为东 乡 和

西乡 ， 西乡与无锡 、苏州接壤
，
语言上与苏州 、无锡趋近 ，

东乡濒临长江 ，语言上更为保守 。 本文所调查的

常熟梅李镇位于东乡 ， 下文为称述方便 ，

一律称为常熟方言 。

２ 常熟方言中
“

介
”

的功能分析

常熟方言 中
“

介
”

是
一

个高频常用 同 ，
读音为 ［

ｋｅ

５ １

］ 。 其功能概括起来大概有以下六种 。

２ ． １ 介
１

： 方式程度指示词

“

介
”

用作方式程度指示词时不能单用 ， 只能用于
“

就介
”

、

“

就介吧
”

、

“

实介
”

、

“

实介能
”

这样的词汇

中 ， 语音上有 ［

ｋｅ
５ １

］
和

［

ｋａ

５
１

］
两个 自 由 变读 ， 细分起来又有谓词性和副词性两种功能 。

１
）谓词性的 ：这样 。 例如 ：

（
１

）
Ａ

：

｜｜出去末意思着拉好点 。 （ 你出去稍微穿得好
一点 。 ）

〔
２

〕

Ｂ
：喚哟

，
有啥勒海 ，

就介末好哉 。 （ 唉 ，有啥关系呢 ，
就这样就行了 。 ）

（

２
）
Ａ

： 我再去买点小菜来 。 （ 我再去买点小菜 。 ）

Ｂ
：就介吧 ！口和

”

口却
２３

末好哉 。 （算了吧 ，
凑合凑合就行了 。 ）

（
３

） 唔个人哪能实介个 ，我亦繒惹渠 ！ （ 这个人怎么这样的 ，我又没惹他 ！ ）

例 （

２
） 中

“

就介吧
”

完整的意义为
“

就这样吧 ！

”

， 引 申 为
“

算 了吧
”

。

“

就介吧
”

、

“

实介
”

中 的
“

介
”

由 于前

附成分
“

就
”

和
“

实
”

声母都是浊音 ， 有时
“

介
”

的声母也会同化为浊音 ， 读 ［ ｇ
ｅ

２ １

］
。

２
）副词性 的 ： 这么 。 例如 ：

（

４
） 今朝着勒实介好看 ，

阿是去吃喜酒 ？ （ 今天穿这么 漂亮 ， 足小 喝喜酒 ？ ）

（ ５ ） 倒赠想着 ，实介能梗远笃啦 ，我跑勿动哉 。 （ 没想到 ，这么远 ，我走 不动了 。 ）

（ ６ ） 渠实介做 ，
实在是勿应该 。 （ 他这样做实在是不应 该 。 ）

例 （
５

） 中 的
“

实
”

为词头 ，
或写作

“

是
”

，是代同 的强化成分 （ 刘丹青 ２００３
：
２３４

）
；

“

能
”

在常熟方 言中也可

做副词性的指代词 ，
如

“

能要吃个这 么爱吃
”

、

“

能好看个这 么
‘

能
”

的副 同性指代同功能也见于其他

吴语 ，
如温州方言 （游汝杰 ２００２

；
刘丹青 ２００３

：
２ ３４

；

郑伟 ２０ １ ２
） 。

“

梗
”

是
“

介儿
”

的 合音 （刘 丹青 ２００３
：

２３４
） ，

“

实介能梗 （ 远 ）

”

是代词的强化成分
“

实
”

同
＝
个副词性指代同的连用 。

常熟方言中
“

介
”

用作方式程度指示词 〔
３

〕
， 而个体指示词 、 时 间指 示 同 、 处所指示词则 用

“

个
”

［
Ｋ３？

５

］ （ 远指 ）和
“

唔
”

［＃ ］ （
近指 ） ，但在其他吴语中仍有

“

介
”

作为个体指示词 、 时间指示词 、
处所指不

词的功能 。 表 １ 〔
４

〕 为常熟 、常州 、宜兴 、苏州 四地的指 示词系统 ， 从中不难看出 ，常州和苏州两地表示

近指的指示词都是使用
“

介
”

，
而宜兴方言仅在时间和处所指示词中使用

“

介
”

，常熟则只在方式程度指

示词中使用
“

介
”

。

〔
２

〕 例句 中 文字加 Ｆ划波浪线 ，表小
？

该字 不是 本字 而是 同咅字 下

〔 ３
〕
常熟方言 的

“

介
”

指 力
＇

式和程度 时小 于其他 吴 语 ， 没 奵近指和远指 的对 、＞：

［
４

］ 表 １ 中常州 方 ，却 的材料⑴ 卩 郑伟 （
２０ １

２
） ，原 文 ％ 为

“

鉴
”

［
ｋＶ

”

Ｍ丫 兴 方 ，Ｙ 的 材料 引 丨

＇

丨 钱 巧 少 （
ＩＷ２

：

９７７ －

９ ８ １
）

， 原书写 为
“

街
”

 ［
ｋＡ叫 ；

苏州 力
？

肖的材料引 ｆ ｜钱乃朵 （
丨 Ｗ２

：
９ ７７

－

９８ 丨
） ， 原 丨 为

“

该
”

１ｋＫ
”
］

”


；
水 义统 为

“

介
”

２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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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常熟 、常州 、宜兴 、苏州四地的指示词系统

个体指示词 时间指示词 处所指示词 方式程度指示词

远指 近指 远指 近指 远指 近指 远指 近指

常熟 个个 堕个 个个辰光 ｇ个辰光 个搭 堕搭 实介能／就介

常州 过个 介个 过个辰光 介个辰光 过头 介头 过佬 介依

宜兴 葛边个 葛葛 葛辰光 介家 过头 介头 让诸／让许

苏州 关葛 介葛 弯歇 介歇 关搭 介搭 弯样 介样

２ ．
２ 介２ ： 话语起始标记

“

介
”

的这
一

功能
，在常熟方言中相当普遍 ，

“

介
”

不能分析为指示代词
“

这 、这样
”

， 因为
“

介
”

的意义

空泛
，
主要是语用意义 。 说话人通过

“

介
”

的后指来突出强调后续新信息 ， 引起听话人注意 。 例如 ：

（
７

）
Ａ

：態拿鞋子放勒拉啥浪 ？ （你把鞋子放在哪了 ？ ）

Ｂ
：介勒拉壁橱里 。 （放在壁橱里了 。 ）

（
８

）钥匙熊先备
一

把浪 ，介万
一

ｇ把落脱则末 ，
还有另外

一

把啦 。 （钥匙你先备
一

把 ， 万
一

这把

掉了 ，
还有另ｆ一把 。 ）

…

（
９

）就念个大专末好哉 ，介话转来 ，
以后还可 以考本科个呀 。 （ 就念大专吧 ，

话又说回来
，
以后

还可以考本科的 。 ）

例 （
９

） 中
“

介话转来
”

已经凝固成
一

个四字格的 固定短语
，
相当 于普通话的

“

这话又说回来
”

，

“

介
”

用于

强调转折的 内容 。

“

介
”

可以省略
，
但省略前后有语用差异 。 例如 ：

（
ｌ〇

）
Ａ

：

｜｜做啥喏勿去上班 ？ （你为什么不去上班 ？ ）

Ｂ
：ｉ勒海生病呀 。 ／ Ｂ

’

： 介我勒海生病呀 。 （我在生病呀 。 ）

（

１ １
）
Ａ

：西瓜按勒拉啥浪 ？ （西瓜放在什么地方 。 ）

Ｂ ： 勒拉冰箱里 。
／ Ｂ

’

：介勒拉冰箱里 。 （在冰箱里 。 ）

例 （
１０

） 中 Ａ 问
“

为什么不去上班 ？

”

，

Ｂ 陈述了不上班的理由是生病了 ；

Ｂ

’

中加了
“

介
”

， 答话人认为问话

人可能带有诘问的 口气 ，
如

“

你为什不去上班
”

隐含了
“

你是不是被开除
”

或发生了其他不好的事情的意

思
，加

“

介
”

是急于要辩解 ，
强调 自 己不去上班是有正当理 由 的 。 例 （

１ １
）
Ａ 和 Ｂ 两人是正常的问答 ，

没有

带任何感情色彩 ；

Ｂ
’

中加了
“

介
”

后 ，

Ａ 的问话中就隐含
“

你到底把西瓜放哪了 ，
害得我找也找不到

”

的质

问意思
，
而 Ｂ

’

的回话则暗含了
“

不是在冰箱里吗
，

自 己找不到 ，
还怪我

”

的意思 。 因此在
“

介
”

后还会习

惯性的带上指示叹词
“

喏
”

［
Ｍ

２３

］
或带上否定词

“

勿
”

构成反问句 ，
起到加强的作用 。 例如 ：

（
１２

）
Ａ

：西瓜按勒拉啥浪 ？

Ｂ
： 介喏

，
勒拉冰箱里 。 （喏

，
在冰箱里 ）／介勿勒拉冰箱里 。 （不就在冰箱里吗？ ）

指示叹词
“

喏
”

在吴语中十分普遍 ，

一

般单用于句首 ，

“

喏
”

后有停顿 介
”

必须置于
“

喏
”

前 ，
不能说

“

喏介
”

。 由此可见 ，

“

介
”

置于句首时
，
除了介引新信息的功用外 ， 更主要的是通过后指来达到强调的效

果 ，
因此总是处于句子的最外层 。

２ ． ３ 介３
： 陈述句末话语结束标记

２ ． ３ ． １
“

介 ３

”

的功能

“

介
”

用在陈述句末 ，

一

方面表示话语结束 ，另一方面通过回指来凸显强调前面所说的话 。 例如 ：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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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３

）
Ａ

：

｜｜
个脚踏车哪能换脱哉 ？ （ 你的脚踏车怎么换掉 了 ？ ）

Ｂ
： ｉ人家偷脱哉介 。 （被别人偷了 。 ）

（
１４ ） Ａ ：熊明朝阿要去跑步哉介 ［

ｔｇ
ｉａ

］ ？ （ 你明天要去跑步吗 ？ ）

Ｂ
：勿高兴去呀 ，

吃力来介 。 （ 不想去 ，
太吃力 了 。 ）

例 （
１ ３

）

“

介
”

用在单句句末 ，例 （
１４

） 用在复句句末 ，表示整段话的结束 ， 并提醒说话人注意前述信息 。 这

些句子 中的
“

介
”

都可以提到句首
，
变成

“

介２

”

，
如例 （

１ ３
）
Ｂ

、 （

１ ４
）
Ｂ 可改为 ：

（
１ ５

）介拨人家偷脱哉 。 （ 被别人偷了 。 ）

（
１ ６ ） 介勿高兴去呀 ，

吃力来 。 （ 不想去 ，太吃力 了 。 ）

从表达效果来看 ，例 （
１ ５

） 、 （
１ ６ ） 同例 （

１ ３
）

１３
、
（

１ ４
）
８ 没有什么区别 ， 只不过是句法位置的 差异 ，

也就是说

常熟方言 中通过
“

介
”

的前置 、后置来达到强调凸显所述信息的 目 的 。

无独有偶 ， 台湾话 中指示副词
“

这样子
”

现在也发展出 了话语结束标记 的功能 ， 回指前面所提 到的

内容 ，
以达到总结 、强调的效果 。 例如 ：

（
１ ７

）
Ａ

： 喔… …所以你觉得你考试有点失常 。

Ｂ
： 不是考试失常

…
…我觉得

… …

这次题 目是
……

我觉得
…
… 我觉得 ……还可 以接受的

范围…
…

就是不会让我觉得说……就是跟我准备的方向差很多
……

这桂ｉ
… …

。 （方清明 ２０ １ ４ ）

（
１ ８

）她可能吓呆 了 ， 可能就吓哭了 这样子 。 （邓思颖 ， 华东师范大学 中 文系 系列学术报告 ，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

（ １ ９
） 医生也说我大概六分钟就睡着了这样子 。 （ 邓思颖 ，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系列学术报告 ，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

（
２０ ）最后哭累 了就睡着了酱壬 。 （邓思颖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系列学术报告 ，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

例 （
１ ７

） 中
“

这样子
”

出现在
一

段话的末尾 ，方清明 （
２０ １ ４

）认为这是话语结束标记 ， 并且也凸显前述信息

的重要性 ， 藉此吸 引 听话者的关注 。 如 果说例 （

１ ７
） 中的

“

这样子
”

还是停留 在篇章层面的话 ，那 么例

（
１ ８

） 、 （
１９

） 则 出现在句末 ，是
一

个句子的结束标记 ，进人到 了句子层 面 。 例 （
２０

） 中
“

这样子
”

发生了合

音现象 ，从
＝

音节变为 了二音节 。 常熟方言
“

介
”

的陈述句末功能和台湾话 中的陈述句末的
“

这样子
”

可

以认为是发生 了平行语法化Ｊ
５ 〕

２
．
３

． ２ 陈述句末
“

介
”

和其他语气词的连用

胡 明扬 （ １９ ８７ ：
７７

） 曾 对北 京话语气词连用进行排序 ： 的 ／了 
＞呢 ＞吧／吗／嚜 ＞ Ｐ阿／哎／呕 。 邓 思颖

（ ２０ １ ０
：

１ ６ １
）进一步对这些语气词进行 了语用上的分类 ， 如下 ：

了 

／来着＞呢＞吧／吗／嚜 〉 啊／哎／呕

Ｉ Ｉ Ｉ Ｉ

时间焦点程度感情

邓思颖 （
２０ １ ５

）对粤语语气词的排序 ， 也显示了相同 的排序规则 ，
如下 ：

事件＞时间＞焦点＞情态／疑 问／祈使＞感情

Ｉ

 Ｉ
ＩＩ

Ｉ ＩＩ

先咁滞咋啩 咩 罢啦啊

粤语语气词 可 以分为 ｉｉ个大类 ，分别 为
“

￥件 、时 间 、焦点 、 程度 、感情
”

， 其 中
“

程度
”

大类内包括情

〔
５ 〕 ｆｔ湾话陈述句末的

“

这样 子
”

勺常熟 方 苒陈述句末的
“

介
”

功能 Ｌ相似 ，这
－点承蒙 刘丹 ＃ 老师提醒 。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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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疑问 、祈使三类 。 不难看 出 ，北京话和粤语在语气词连用的排序上遵守相同的规则 ，那么常熟方言句

末的
“

介
”

和其他语气词连用时排序是怎样 的呢？

常熟方言陈述句末的
“

介
”

可 以和语气词
“

呀
”

、

“

呢
”

、

“

个
”

、

“

哉
”

等连用 。 例如 ：

（
２〇 Ａ

：熊做啥姥勿吃面包 ？

勸吃呀介ｒ 介呀 ） 。

（
２２

） 態吃快点呢介ｒ 介呢 ） 。

（
２３

） 我老早吃开哉介ｒ 介哉 ） 。

（
２４

） 堕种鸡蛋糕我吃歇个介ｒ 介个 ）

例 （ ２ ｉ
） 中

“

呀
”

ｉｒ介
”

连用 呀
”

是
一

个表感情的语气词 ；例 （ ２ ２ ） 中
“

呢
”

和
“

介
”

连用
，

“

呢
”

是表焦点的

语气词 ；
例 （

２３
） 中

“

哉
”

和
“

介
”

连用
，

“

哉
”

相当 于普通话的
“

了
”

，是表时间 的语气词 ；例 （
２４

） 中
“

个
”

和
“

介
”

连用 ，

“

个
”

相 当于普通话的
“

的
”

，也是表示时间的语气词 。

常熟话的句末
“

介
”

具有强调作用 ， 从语用上来看应 归人焦点
一

类
，
与北京话的

“

呢
”

类似 ，但与

“

呢
”

不 同的是 ，常熟方言陈述句末的
“

介
”

不管和哪
一类的语气词连用 ，都 占据句末位置

，
特别是例

（
２ １

）

“

介
”

和表感情的语气词
“

呀
”

连用 介
”

还是占据句末位置 。 我们认为
“

介
”

总是置于其他语气词

之后 ，是可以解释的 。 常熟方言句末的
“

介
”

，其功用是通过 回指来强调前面整句的内容 ，
当然也就包括

了前面句子中的语气词 。 事实上
，
通过台湾话的

“

这样子
”

的分析 ，可以 看得更清楚 ，
如果在例 （

１ ８ ） 中插

入
一

个表示感情的语气词
“

呀
”

，
应该插在

“

这样子
”

的前面
，
而不是插在

“

这样子
”

的后面 。
〔
６ 〕 例如 ：

（ ２５ ）她可能吓呆了 ，可能就吓哭 了 （ 呀 ）这样子 。

２ ． ４ 介４ ：疑问句末结束标记

常熟方言中疑问句末的
“

介
”

使用频率较高 ， 已经腭化 ，读为 ［ ｔｐｉａ ］ 。 例如 ：

（
２６

）態今朝墨去上课介 ［
ｔｐ

ｉａ
］ ？ （你今天有没有去上课 ？ ）

（
２７

）ｉ瓜甜ｉ呀 ，熊哪能勿吃个介 ［
ｔｐ

ｉａ
］ ？ （西瓜很甜

，你怎么不吃呢？ ）

（ ２８ ）
｜｜笃啥浪去 ！＾ ［ 妨ａ

］ ？ 我俚末 ，
拿

ＩＩ笃两家头寻来呀 。 （你们去了什么地方 ？ 我们
一

直

在找你们 £ 个人 。 ）

（
２９

）

Ａ
： （敲门 ）老唐阿勒浪屋里介 ［ ｔｐ

ｉａ
］ ？ （ （ 敲门 ） 老唐在家吗 ？ ）

Ｂ
： 啥人介 ［ ｉｐｉａ

］ ？ （谁啊 ？ ）

常熟方言中疑问句末的
“

介
”

并不表示疑问 ，史濛辉 （
２０ １ １

）也持同样看法 。 如上述例子 中表示疑问

的是
“

恩
”

、

“

阿
”

、

“

哪能
”

、

“

啥浪
”

、

“

啥人
”

这些疑问词 ，去除疑问词单用
“

介
”

则疑问句不成立 。 例如 ：

（ ３〇广 你今朝去上课介 ［矽ａ
］ ？

（ ３１ 广 西瓜甜来呀 ，能勿吃个介 ［矽ａ
］？

准确地说
，
疑问句末的

“

介
”

和陈述句末的
“

介
”

的作用是
一样的

，都是通过 回指来强调前面所说的

内容 。 但我们将疑问句末的
“

介
”

单列为
一

类 ，
以 区别于陈述句末的

“

介
”

，
是 因为陈述句末的

“

介
”

和其

他语气词连用时
，

一定放在最外层 ，
如例 （

２ １
）

－

（
２４

） ，而疑问句末 的
“

介
”

则放在 内层 ，
清中期长篇弹词

《三笑》 中就有
“

介吓 （啊 ）

”

的连用 。 例如 ：

（ ３
２

） 你搭华太师啥称呼介吓 ？ （ 你和华太师怎么称呼呢 ？ ） （第五回
“

惊艳
”

）

〔
６

〕 这一点笔者 曾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来 自 台北 的学生做过测试 。

２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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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苏州话中也有
“

介啊
”

的连用 。 例如 ：

〔
７

〕

（
３３ ）僚昨 日 吃个啥介啊 ？ （你昨天吃的什么 呢 ？ ）

（
３４

）俚明朝阿去看毛病介啊？ （ 他明天去不去看病 ？ ）

从现代苏州话和 《三笑》 的材料来看 ，
常熟方言疑问句末

“

介
”

腭化读 为 ［細 ］ ， 很可能是源于
“

介

呀
”

［
ｋｅ ］［ 

ｉａ
］ 的合音或 ［

ｋａ
］ ［

ｉａ
］ 的合音 。

上海金山方言疑问句末的
“

介
”

仍保留 了非腭化的读音 ［
ｋａ

３５

］ ，
王彬安 （

２０ １０
：

２ １

）写作
“

嘎
”

，而且可

以用在真正的疑问标记
“

哦
”

后 。 例如 ：

〔 ８ 〕

（
３ ５

）僚明朝来哦介 ？ （你 明天来吗 ？ ）

（
３ ６

） 门票买拉哦介 ？ （ 门票买了吗 ？ ）

（
３７

） 阿姐屋里去哦介 ？
（ 姐姐家去吗 ？ ）

（
３ ８

）伊还过奈钞票哦介 ？ （ 他还你钱了吗 ？ ）

金山 方言的疑问标记
“

哦
”

相肖于
“

吗
”

， 和
“

介
”

连用时 ，
始终置于

“

介
”

之前 。

２
．
５ 介

；５

：小句连接标记

“

介
”

充当小句连接标记时 ，有两种情况 ：

１

）

“

介
”

用在言说类动词
“

话
” “

讲
”

以及认证义动词
“

想
” “

觉着
”

之后 ，连接主句和从句 ，
类似于普通

话的提顿词 。 例如 ：

（
３９

）我话介 ，我俚勿认得个呀 。

（
４０

）渠讲介 ，ｇ件事体渠也赠听见歇呀 。

（
４ １

）渠想介 ，＆朝勿上课个说话就可以去 白相哉 。

（
４２

）我俚觉着介 ， ｆ趟考试难来呀 。

例 （
３９

）

－

（
４２

） 中 的
“

介
”

不能分析为
“

标句词
”

（
ｃ ｏｍ

ｐ ｌ
ｅｍｅｎ

ｔ
ｉｚｅ ｒ

） ，
因 为整个句子不能充 １主语 ，也不能充

当关系小句或复句的分句 ， 因 此这里的
“

介
”

只 能分析 为小句连接标 记 ， 可认 为主句动 同后省略 了指称

从句的宾语 ＮＰＪ
９

］

２
）连接复句里的 分句 ，后置于第

一

个分句末 ，分句之间 的关系为并列 、承接 ， 因果等 。 例如 ：

（
４ ３ ）

Ａ
：

｜｜
勿是到则亲眷浪去 ，哪能勒浪屋里嘎 ？ （你不是去亲戚那儿 了吗 ，怎么还在家里呢 ？ ）

Ｂ
：ｉ仔介 ，人也勿勒浪 ，我只好转来呀 。 （ 去了 ，人都不在 ，我只好 回来了 。 ）

（

４４
） 渠
一

头烧小菜介 ，

一

头还勒海看电视 。 （他
一

边烧菜 ，

一

边看电视 。 ）

（
４５

）热来介 ，
哪能去上班呢 ？ （热死了 ，怎么能去上班呢 ？ ）

例 （
４３ ）

“

介
”

前后的小句是承接关系
；
例 （

４４
）

“

介
”

前后 的小句是并列关系
；
例 （

４５ ）

“

介
”

前后的小句 是

因果关系 。

“

介
”

的小句连接标记功能与
“

介
”

的句末话语结束标 记功能有关 系 ， 如例 （
４５

） ， 同
一

个 问 句 ， 可 以

有两种不同 的 回答 ，表达的意思
一

致 ，但
“

介
”

的功能却已发生改变 。 例如 ：

（
４６ ） Ａ ：熊哪能今朝勿去上班介 ？

〔
７ 〕 现代苏州话的例句 由史蒙辉提供 ？

〔 ８ 〕 例句均选 自 王彬安 （
２０ １

０
： ２ １

）

〔
９

〕 此处标句 词的句法测试承蒙 邓思颖教授指教

２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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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热来介 。

（４７ ） Ａ ：

｜｜
哪能今朝勿去上班介 ？

Ｂ
：热来介 ，

哪能去上班呢 ？

例 （
４６

） 中
“

介
”

充当话语结束标记 ，
强调没有去上班的原 因是

“

热来太热
”

；例 （
４７

） 表达的意思和例 （
４６

）

一

致
，但是

“

介
”

后还连接了另
一

分句
，
因此例 （

４７
） 中的

“

介
”

在强调原因 的同时 ，也有连接分句的作用 。

台湾话的
“

这样子
”

虽然在句末发展 出 了话语结束标记的 功能 ，但至今还未发展出 小句连接标记的功

能
，
比如笔者将上文中例 （ ４ ３ ）

Ｂ
、例 （

４４ ） 翻译成 台湾话 ，让一个台湾学生测试 ， 该学生认为都不能接受 。

例如 ：

（
４８

）

＊

去了这样子 ，他人都不在 ，所以我就 回来了 。

（
４９

）

＊

他
一

边烧菜这样子 ，

一边还在看电视 。

我们认为常熟方言中
“

介
”

发展出小句连接功能这
一

步至关重要 ，这使得
“

介
”

话题标记功能的产生

成为可能 。 台湾话中的
“

这样子
”

目前来看还没有充当小句连接标记的功能 ， 还远没有常熟方言 中 的
“

介
”

这样虚化
，
也许以后会和

“

介
”

走同样的演化路径 ，这就需要时间来证明了 。

２
． ６ 介６

：话题标记

１
）用于假设性条件分句后 。

Ｈａ ｉｍａｎ 认为假设条件分句与话题的定义十分相像 ：条件小句是说听双

方共享知识的
一

部分 ，凭借这
一

点
，
它被选来构成下面的话语框架 ；

而话题代表
一

个实体 ，其存在为说听

双方所共同确认 ，
凭借这

一点
，
它被选来构成下面的话语框架 。 两者的信息属性相同 ，都是已知信息 ，

话

语功能也相 同 ，都为下面的话语提供框架 （刘丹青 ２００７
：
２０７ ） 。 例如 ：

（ ５０ ）能拿能个履历写好点嘛 ，讲 （话 ）起来介 ，好听点 。 （你把你的履历写好点 ，
说起来的话 ，

好

听点 。 ）

（ ５ １
）菜按了冰箱里 ，

不然介 ， 要坏脱个 。 （菜放冰箱里 ，
不然的话

，
要坏掉的 。 ）

２
） 用于体词性话题后 。 例如 ：

（
５２

）我介 ，
看错特则呀 。 （我看错了 。 ）

（
５３

）有个介 ，我悝也勿晓得呀 。 （有的 ，
我们也不知道 。 ）

（
５４

）脚踏车介 ，
坏脱哉呀 。 （ 自 行车 ，

坏了 。 ）

（
５５

）老师呢学生仔介 ，全到则操场浪去 。 （老师和学生 ，
都到了操场上去 。 ）

例 （ ５ ３ ）

“

有个
”

后省略了
“

东西
”

，是体词性的 ；例 （
５５

） 中
“

呢
”

是连词 ，
相当于普通话的

“

和
”

。

３ ）用于拷贝式话题 。 例如 ：

（
５６ ） Ａ ：能上半 日来吧 ，

我下半 日 勿勒浪屋里 。 （你上午能来吗
，

我下午不在家里 。 ）

Ｂ
： 上半 日介就上半 日 。 （上午就上午 。 ）

（
５ ７

）便宜介蛮便宜 ，就是买则也呒啥用场 。 （便宜是蛮便宜的 ，
就是买了也没啥用 。 ）

（
５ ８ ） 吃介就吃 ，有啥勿敢吃个 。 （吃就吃 ，有什么不敢吃的 。 ）

（
５９ ） 吃酒介就吃酒 ，啥人怕啥人。 （ 喝酒就酒光 。 谁怕谁 。 ）

（
６０ ）考勿取介就考勿取 ，

呒啥要紧个 。 （考不上就考不上 ，没关系 。 ）

例 （
５６

）为名词拷贝式 ；
例 （

５７
）是形容词拷贝式 ；例 （

５８ ） 是单音节动词的拷 贝式
；
例 （ ５９ ）是动宾拷贝式 ；

例 （
５８

）为动补拷贝式 。 以上例句显示 ，带有
“

介
”

的拷贝式话题中 介
”

后必须带副词
“

就
”

（
＋动词 、名

词 ）或
“

蛮
”

（
＋形容词 ） ，通过这种话题的反复 ，达到强调 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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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７ 不同功能

“

介
”

的共现

以上六种不 同的功能
“

介
”

还可 以在同
一

个单句或复句中共现 。 例如 ：

（ ６ １
）介我勿高兴去呀介 。 （我不想去 。 ）

（ ６２ ）介渠一尽实能梗个介 。 （ 他
一

向都是这个样子的 。 ）

（
６３

）我奈哪能办介 ［ ｔｐｉａ
］
介 ？ 我个钞票偷光哉 ，

我 哪能 回转呢 ？ （我 怎么 办 呢？ 我 的钱输光

了
，我怎么 回去呢 ？ ）

（
６４

） 哪能介 ［叻ａ
］ 介 ？ 我亦呒处去抢铜钿个 。 （ 怎么办呢 ， 我又不能去抢钱的 。 ）

（
６５

）介我吃力 来介 ， 啥哇勿高兴看书哉 。 （ 我很累 ，所以不想看书 。 ）

（

６６
）介渠讲介 ，渠赠听见呀 。 （他说 ，他也没有 见啊 。 ）

（
６７

）
Ａ

．

？ 能做啥姥勿去介 ？ （你为什么 不去呢 ？ ）

Ｂ
：介我 左仔末介 ，亦要喊我吃酒个 。 （ 我去了 的话 ，又要叫我喝酒的 。 ）

（
６８

）渠问我阿认得人 ， 开开后 门 ， 介我介 ，
也勿认得啥人呀 ！ （ 他问我认不认识人 ， 开开后门 ，

我也不认识什么人啊 。 ）

（ ６９ ）介我以后哪能办 ［ 拉ｉａ
］介 ，

屋里向人死光哉 ， 剩我一干子介 。 （ 我以后怎么办呢 ， 家里人都

死光了
，
剩下我

一

个人了 。 ）

例 （
６ １

） 、 （ ６２ ） 是句首
“

介
”

和句末
“

介
”

的共现 ，
通过两者的叠加达到强调 的效果 。 例 （ ６ ３ ） 、 （ ６４ ）是

“

介
”

的疑问句末结束标记和小句连接标记的连用 。 刘丹青 （
２００ １

） 指 出 ， 同
一

个词以不 同句法身份叠加 的现

象可以用作判断语法化程度的
一

杆标尺 ： 它意味着双方的语法化等级 已显著不同 ， 这就为语法化的渐进

连续统插人了
一

个难得的显性离散点 。 疑问句末
“

介
”

可以 和小句连接标记
“

介
”

连用 ， 这也说明 了常熟

方言中疑问句末
“

介
”

已进
一

步虚化 。 例 （

６ ５
） 、 （

６６ ） 是句首
“

介
”

和
“

介
”

的小句连接标记功能的共现 ， 例

（ ６７ ）句首的
“

介
”

引 进新信息 ， 引起听话人的注意 ，

“

去仔
”

是假设分句 ，

“

末
”

是话题标记 ，后置的
“

介
”

作

为小句连接标记 。 例 （
６ ８

） 是句首
“

介
”

和
“

介
”

的话题标记功能共现 。 例 （
６９

） 是句首
“

介
”

、疑 问 句末
“

介
”

、小句连接标记
“

介
”

以 及句末
“

介
”

四个共现 。

“

介
”

不 同功能 的共现 ， 貌似带来 了信息冗余的 问

题 ，但事实上不同的
“

介
”

在句 中有不 同 的功能 ， 如例 （
６９

） ， 句首提醒说话人注 意后续信息 ， 疑问 句末
“

介
”

加强语气 ，小句连接标记的
“

介
”

连接两个小句 ，句末
“

介
”

标记话语结束 ， 当然这些功能中 的
“

介
”

都带有强调的语用义 。

３ 从早期吴语文献看
“

介
”

的功能虚化

上文我们对常熟方言
“

介
”

的功能进行 了详细的描写 ，
这些功能也 可见 于 吴语的 早期 文献 中 ， 其中

尤以 《缀 白裘 》和 《三笑 》两个本子
“

介
”

的用法最为丰富 。 《缀 白裘 》是明末清初的戏曲剧本选集 ，共 １ ２

集 ４８ 卷
，
收乾隆时流行昆曲 剧 目

， 据乾隆 ４２ 年 （ １ ７７７ 年 ） 四教堂刊本点校 ； 《

＝
．笑》 是长篇弹同 ， 最早刻

于 １ ８０ １
（嘉庆辛酉 ） 年 。

３ ． １ 《缀 白 裘》 中
“

介
”

的 功能

《缀 白 裘》 中
“

介
”

的疑问句末结束标记功能 出现频次最 高 ，
其次是陈述句未话沿结 束标 丨己

，
话 语起

始标记和小句连接标记这两种功能较少 ，

４８ 卷中仅出现 了 几例 ， 木
？

见话题标 例如 ：

（
７０

） 噢 。 让我揩干子眼泪介 。 （ 七集《绣襦 ｉ己 》 ）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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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１

）咦□拉哈讲究个介 。 （ 七集《西厢记》 ）

（
７２ ）蜜蜂阿好白相个介 ？ （ 初集 《牡丹亭》 ）

（
７３ ）呀 ！ 拿包子去哉 ， 叫吾弄倩介 ？ 叫 哩转来 。 （ 四集 《荆钗记 》 ）

（
７４ ） 吓

，
阿嫂 ，这道我要寻哩来邪路场哈去 了

，
介哩回我弗拉屋里 。

〔
１〇 〕

（三集 《水浒记》 ）

（
７５

）毪 ！ 粪担过 ，旺纔要 蘸蘸个 ！ 介 喂缩来
，
多时弗 曾 上去 ， 觉道 高子点哉 。 （ 九集 《寻亲

记 》 ）

（
７６ ） 师兄 ，个个素菜有子点油水介 ，倩好吃个？ （ 四集 《彩楼记》 ）

（
７７

）元书且袖过子介 ，那间就来也弗怕哩哉 。 （ 四集 《荆钗记》 ）

其中例 （
７０ ） 、 （

７ １
） 为陈述句末话语结束标记 ；例 （

７２
） 、 （

７３
） 为疑问 句末话语结束标记 ；

例 （
７４

） 、 （
７５

） 为

话语起始标记
；例 （

７６ ） 、 （
７７

） 为小句连接标记 ，例 （
７６ ） 中两个小句是因果关系

，
例 （

７７
） 中两个小句是承

接关系 。

３ ． ２ 《三笑》 中
“

介
”

的功能

《三笑 》 中
“

介
”

的功能大致和常熟方言相 同 ，唯
一

的差异在 于句首
“

介
”

话语起始标记的功能仍较

为少见 ，而在常熟方言中这
一

功能 出现的频次相当高 。 例如 ：

（
７ ８

）介奇勿奇 ，
巧勿巧

，
刚刚个个方 巾撞立朵拜台 角浪 ， 方巾 套上 了头 ，

爬得起来介
，
拖子厢

鞋 ，脚步踉跄 。 （第 四回 ）

（
７９

）介也容易个 ，我如今莫往莫来如陌路 ，
且看他眼前何路可回头 。 （第八回 ）

（
８０

） 大爷爷 ， 咦 ，那啥勿答应 ，啥场化去子介 ？ （第
一

回 ）

（
８ １

） 老秋阿角搭介 ？ （第九回 ）

（ ８
２

） 晓得罗里个
，
吃饱子介 。 （ 第二回 ）

（ ８３ ）个个华安官 ，你奔过来
，
朝子冬香姐姐勒唱喏介 。 （ 第九回 ）

（ ８
４

）刚刚跨进了 山门介 ，
忽听得钟鼓齐鸣声聒耳 ． 流水奔进去哉吓 （第四 回 ）

（
８５

）

—

面答应介
，

一

只嘴撮子 口哉吓
，
只为他心疑必 欲将他看 ， 竟本勒俚看子破绽 出来哉 。

（第九回 ）

（
８６

） 比方勿信介 ，东边但看无毛虎 ，
他是惯向烟花常打磨 。 （第二回 ）

（
８７

） 五位娘娘介 ，
勒里候令 ， 只要发放下来 ，

端正造添丁册哉吓 。 （第二回 ）

（ ８８ ）恨介恨玻璃窗里边个面孔勿见
，
白头发末看见个

，
介勒无想头个哉 。 （第四 回 ）

其中例 （
７８ ） 、 （

７９ ）为话语起始标记
；例 （ ８０ ） 、 （ ８ １ ） 疑问句末话语结束标记 ；例 （

８２
） 、 （

８３
） 为陈述句末话

语结束标记 ；
例 （ ８４ ） 、 （

８５ ） 为小句 连接标记 ，例 （ ８４ ） 前后分句为承接关系 ，
例 （

８５
） 前后分句为并列关

系 。 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 《
三笑 》 中出现

“

介
”

的话题标记功能 ，
如例 （

８６
）

－

（
８８

） ，这是 《缀 白裘 》所没有的 ，

例 （
８６

）用于假设性分句后 ，例 （
８７

）用于名词性话题后 ，例 （
８８

）用于拷贝式话题后 。

从 《缀 白裘》和 《三笑 》 中
“

介
”

的功能来看
，

“

介
”

的话题标记的功能是 《三笑》 中新发展出来的 ，
其直

接来源应该是
“

介
”

的小句连接标记功能 。

“

介
”

可能先在表示承接 、原因或并列 的复句中连接两个小

句 ，
慢慢发展到 出现在假设复句中 ， 出现话题标记的萌芽 ，最后出现在名词 、副词 、拷贝句式中 ，

发展为话

题标记 。 而如果进
一

步往前推测
，

“

介
”

小句连接标记功能应该来 自 于
“

介
”

的陈述句末话语结束标记的

〔 １０ 〕 《缀 白裘 》 中将
“

勿
”

写作
“

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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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 方式程度指沁 词到话题标 ｉ
己

功能 。 现代吴语中保 留
“

介
”

的虚化功能的方言并不多见 ，除 了常熟以 外 ， 苏州仍保 留 了
“

介
”

的陈述句

末话语结束标记 、 疑问句末结束标记功能 ，而金山话则更保留 了小句连接标记功能 ，
但话题标记和话语

起始标记功能都已经丢失 了 。

４ 话题标记
“

末
”

和
“

介
”

的差异及其竞争

刘丹青 （
２００７

：

７ ７
） 指出吴语的

“

末
”

是专用的话题标记 ，
和北京话 的提顿词

“

啊 、呀 、
吧

”

有所不同 ，
北

京话的提顿词除了做话题标记外 ，还存在
一

些类推或泛化的功能 ，
如可以作句 中语气词 。 我们同意刘丹

青的看法 ，从常熟话的情况来看 末
”

确实是
一

个专用的话题标记 ， 但
“

介
”

却类似于普通话的提顿词 ，

具有类推或泛化的功能 ， 因而
“

介
”

的其他功能 ，
都不能和

“

末
”

互换 。 例如 ：

（ ８９广 末我勿晓得呀 。 （ 话语起始标记 ）

（ ９０ ）
Ａ

：

４

鞋子勒浪啥浪末 ？ （ 疑问句末结束标记 ）

Ｂ ， 勒浪床底下末 。 （陈述句末话语结束标记 ）

（ ９ １ 广 我话末 ，我俚勿认得个呀 。
（小句连接标记 ）

（ ９２厂 快点呢末 ，再勿跑来不及哉 。 （ 小句连接标记 ）

即使同 为话题标记 ，

“

介
”

和
“

末
”

在使用上也有所分工 。 刘丹青 （
２００７

： ８５
）指出上海话的

“

末
”

在充

当话题标记的同时经常表现为话题焦点 ， 即跟语境中 的另
一

个话题 （ 或许也是话题焦点 ）或听说者心 目

中共同了解的话题对比 。

“

末
”

和
“

介
”

作为话题标记 ，都跟 另
一

话题形成对 比 ，所不同 的是
，

“

末
”

所表

现的话题焦点和对比话题在重要性上没有强弱之分 ，但
“

介
”

的使用却能突显所谈论话题相对于对 比话

题的重要性 。 请比较下面的例子 ：

（
９３

）
Ａ

：ｆ今朝哪能赠到医院里向去 ？

Ｂ
：ｉ介厂 末 ） 明朝去呀 。

（
９４

） 我末 （ 介 ） 明朝去 ，渠末ｒ 介 ）后 日 去 。

例 （
９３

） 中说话人 Ａ 问原因 ，答话人 Ｂ 必须用
“

介
”

来突 显 己 而不是別人 ， 所以在这里用
“

末
”

就不合

适 。 例 （
９４

） 中前后两个话题是对举的 ，

ｎ
］

？

以两 个话题后都用
“

末
”

， 表示两个话题没有轻重之别 ，或者前

一

个用
“

介
”

，后
一

个用
“

未
”

， 表现前重后轻 ；
前后都用

“

介
”

，两个话题都突显 ，是不被允许的 。

关于这
一

点 ， 《
＇笑 》中 的语例更能说明问题 ， 《三笑 》中有 ４０ 个例句

“

介
”

用在话题
“

自 我
”

后 ，

“

自

”

即为
“

是
”

，是代词的强化成分 ，
只有 ４ 例在话题

“

自 我
”

后使用了
“

末
”

。 例如 ：

（ ９５ ） 自我介
，
看子个个空心汤团 面浪 ， 吴歌还唱十来回 。 （第三十二回 ）

（ ９６ ） 自我介 ，
楚国亡猿 ，带累你祸延林木哉哺 ！ （ 第二十回 ）

（ ９７ ） 自我末收子首会 ，今朝头个末会要新人与个哉 ， 个个是前世事吓 ，前缘早定缔 丝 萝 。 （ 第

四十八回 ）

“

介
”

和
“

末
”

虽 同为话题标记 ，但两者的来源并不相 同 ， 这也就造成了 早期吴语和现代常熟方言中

话题标记
“

介
”

和
“

末
”

的分工 。 刘丹青 （
２００５

）认为
“

末
”

与普通话提顿同
“

么
”

同 源 么
”

来 ｆ ｜ 疑 问助间
“

么／麽碼
”

，而
“

么／麽／吗
”

则来 自 否定词
“

无
”

。 而从本文的 研究来看 ，

“

介
”

来源于 吴时射Ｕ 词 ，
在

语用上具有强调 、突显的作用 。 除了常熟方言以外 ， 其他吴 语中话题标 ｋｒ 介
”

的 功能已经消 失 了 ， 都被
“

末
”

所取代 。 笔者对苏州 、常州 、上海金山 、上海市Ｋ方 ｎ 的发 疗人进行 ｒ 调杏 ， 发现例 （
９ ３

） 中不说的

句子 ，在这几个方言中都能接受 ， 事实上在 《

？

：笑 》 中 已经打
“

末
”

开始取代
“

介
”

的 萌 芽了 ， 如 ！ ： 文所述 ，

在 《 ５笑 》 巾有 ４ 例
“

末
”

作 为
“

Ａ 我
”

的话题标 ｋ！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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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吴语中 末
”

对
“

介
”

的覆盖 ， 除了话题标记之外 ，还牵涉到
“

介
”

的小句连接标记功能 。 如

苏州 、常州等地方言中 介
”

不能用作小句连接标记 ， 只能 由
“

末
”

来充当 ， 而在上海金山方言中
“

末
”

对
“

介
”

的替代正在进行之中 。 下面两个句子强调原因
，
有明显的焦点作用

，
不能换成

“

末
”

。 例如 ：

（％）囊 ［
涵

３５

］热介 （

＊

末 ）
，
哪能去上班呀 ？

（
９９

）吃力到睞介ｒ 末 ） ，
勿想去上班咧 。

但是在表示承接 、进行等没有明显强调义的小句关系时
，
则

“

末
”

和
“

介
”

两可
，
并且

“

末
”

在语感上

可接受性更强 。 例如 ：

（
１００

）去仔介 （末 ） ，
人也呒没 ， 只好回去 。

（
１ ０ １

）伊
一

头烧小菜介 （末 ） ，

一

头还要看电视 。

５ 余论

本文详细描写了常熟方言
“

介
”

的六种功能
，
即方式程度指示词 、句首话语起始标记 、陈述句末话语

结束标记 、疑问句末结束标记 、小句连接标记以及话题标记 ，
并结合吴语早期文献 《缀白裘 》 和 《 三笑 》考

察了方式程度指示词后置于陈述句末发展出话题标记的语法化轨迹 。

刘丹青 （
２００５ ） 提出 了话题标记的四种来源 ：疑问标记＞

话题标记 ； 时间名词 ＞时间语标记＞
话题标

记
；
系词

“

是
”

＞
话题标记

；
话题敏感算子 （副词 ） ＞话题标记 。 这 四种话题标记都是后置型的话题标记 。

董秀芳 （
２０ １ ３ ） 补充了几种话题标记的来源 ，其中就提到 了来 自 于指示代词的话题标记 ， 如古汉语的

“

夫
”

和北京话
“

这
”

，
但这两种都是前置型话题标记 。 本文所讨论的 常熟方言话题标记

“

介
”

同样也来

自于指示词 ，但与
“

夫
”

、

“

这
”

有所不 同
，

“

介
”

是后置型话题标记 ，
而 台湾话中的

“

这样子
”

是否能像
“

介
”

那样 ，发展为后置型的话题标记 ，
还有待于时间 的证明 。 话题标记是前置于话题

，

还是后置于话题
，
取决

于其演变的源头
，
但不管怎样 ，指示代词 由 于其指称功能具有突显话题的能力

，
所以在古代汉语 、现代汉

语以及方言中都发生了平行演变 ，发展出 了话题标记的功能 。

除了置于句末发展出话题标记以外
，
常熟方言的方式程度指示词也可以置于句首

，
发展 出话语起始

标记来 。 陈玉洁 （
２０ １４ ） 区分了商水方言中 的

“

这 （

＋个 ）

”

话题标记功能和评论标记功能
，
她认为

“

这小

闺女儿比小男孩儿还皮 。

”

中 的
“

这
”

有两种解读 ：
１

）

“

这
”

为话题标记 ，
这句话可读为

“

这小 闺女Ｊ Ｌ／比小

男孩儿还皮 。

”

，

“

小闺女
”

后可加典型的话题标记
“

呀
”

；

２
）

“

这
”

为评论标记
，
这句话应读为

“

这／小 闺女

儿 比小男孩儿还皮 。

”

，全句都为新信息和焦点 ，是引 出说话人的评论 。 商水方言中
“

这
”

的评论标记功

能和话题标记功能在句法位置上相重合 ，
区分起来有

一

定的难度 。 常熟方言中
“

介
”

的话语起始标记功

能置于句首 ，
话题标记功能后置于话题 ，句法位置不同 ，

很容易 区分 ，
虽然常熟方言并不能直接说明商水

方言的 问题
，
但也从另

一个侧面支持了陈文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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