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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闽语莆仙话有两个常用的人称形式：“侬” （人家）与 “介” （自己），可 作 “同位强调词” 

或 “附谓强调词”。由于二者语义内涵不同，各自适用的语境也不同。强调用法的强势还使各自的形义匹 

配模式发生拓展，从强调词扩张到人称指代、小句外回指、方式状语或反身等功能。“侬”与 “介”形义 

特征体现了汉语方言中极具特色的人称库藏模式，具有一定的类型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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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I 言

普通话“自己”作论元性和非论元性成分时， 

词形可以一样。在下列句子中，“自己”分别作为 

论元性的反身代词（la ) 和非论元性的强调成分

(lb &  c)：
(1) a. 小王批评了自己。(论元性）

b.  小王自己愿意去。(非论元性）

c.  小王愿意自己去。(非论兀性）

刘丹青把上例非论元性的“自己”分作两个 

类别：一类作名词的同位语，即 “小王自己”构成 

一个同位短语；另一类在情态词之后，修饰动词， 

作为副词性的状语。[1]187_189不难发现，普 通 话 “自 

己”在充当宾语、同位语和状语时，词形可以保持 

一致。

与普通话不同，在笔者所讨论的莆仙方言中， 

说者在表达强调或反身意义时，主 要 依 靠 “侬” 

(人家）或 “介” （自己）这两个特色词。[2_3]比 

如，在主语位置上，存在同位短语“NP+ 侬”和 

“NP+ 介”的交替，用于表达不同的语义、语用功 

能；在动词前的状语位置上，有依附式的“介 

和叠加式的“介介”两个形式，用于强调动作方 

式；在宾语位置上，也 有 “侬”和 “介”两种形 

式可用，前者相当于普通人称代词，用 于 “分指”

(disjoint reference) , 后者则充当反身代词，用于 

“同指” （coreference)。莆仙方言中这些富有特色 

的人称表达手段体现了汉语方言人称库藏手段的丰 

富与多样。

在当前类型学的视野下，笔者将对莆仙方言 

“侬”和 “介”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进行较为 

翔实的描写和分析，探讨它们基于各自核心意义的 

形式和功能拓展，并提出二者的强调用法拓展出人 

称指代、小句外回指、方式状语、反身等一系列功 

能。笔者认为，在该方言中强调范畴相较于反身范 

曝 更 为 强 势 ，显赫。

二、“侬”与 “介”的强调用法

“侬”与 “介”的强调用法分作两类。一类 

是作名词或代词的同位语，组成同位强调式，这 

类用法最为常见，笔 者 称 之 为 “同位强调词”。 

另外一类修饰谓语动词，作状语，由依附式的 

“介 和 叠 加 式 的 “介介”担任，笔者称之为 

“附谓强调词”。其中，同 位 强 调 词 是 “侬”与 

“介”最主要的用法，也是二者的交集所在。

⑵ a. 阿弟逛尽道骨力。

“弟 弟 （A ) 非常勤劳。”

b. 汝企决定，怀使勘我。

“你自己决定, 不要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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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子“侬”与 “介”语义内涵不同，适用的 

语境也不一样，形成数种不同的强调用法0 分述 

如下：

1.同位强调词“侬”。“侬”作同位强调词时, 

读阳平调（24)，不能与先行词合資，且声调较低 

较 乎 （22)0

⑶ a. 我依是仙雜。

“我 （人）是仙游人。” 

b . 伊依去读书。

“他 （人）去读书c,”
^阮垡卜行咯。

“我 们 （人）要走了

“侬”的本义是“人”或 “人家”，当它与人 

称代词主语并列时® ，语义上强调的是主语“本 

人'特别是把主语作为凸显的个人，从说者的旁 

观的角度来看待它《语用上，a侬”所适用的语境 

大多强调说话人感情上的认同，有一定的移情作 

用，下例中’强调词“侬”体现了说话人“赞赏” 

(4a)、“尊重  ̂ (4b)、“同情”（4e) 等语用色彩。

(4) a. 伊垡即甲用X •'我得上下

“他(人)这么认离，我要表扬他。”

b.  汝逛是先生，因此我算遘汝。

“你(人)是老师,因此我想到你。;’

c.  阿弟您得外地做工，实实大艰苦。 

“弟弟(人)要到外地做工，麵艮辛苦：

由于“侬”和主语同位并列，带有情感认同 

的因素此也用于减轻当箏人责任的语境，使得 
整个句子产生“申辩”语气。

⑶ a. 伊卜安生做，滇揸有法度！

“他要这么做，谁(人)有办法r
b. 我侬唔便去，伊卜硬叫。

•‘我(人)不想去，他硬要叫我去：

匕许楚是硬框厄，阿列会改？

“那(人)是约定俗成的，怎么能更改?” 

“侬”还可采用形式和意义相反的语用策略， 

即学面上说话人是站在主语的一边，但:由于语境 

提供了反话的界定，使句子获得讽刺义。

(6) a. 伊垡大老板，我讲伊肯听？

“他(人)是大老板，我讲话他肯听吗?” 

h. 汝铤真罔讲罔新色。

“你还真的越说越起劲。”

此外，由 于 “侬”还 具 有 “人家”义 ，容 

易引发集体性、大众性的语义关联，这使得原本 

指称明确、具体的人称代词主语，可能产鉅不 

定、类 指 义 （7a &  7b)。这类句子体现说话人对 

一般规律或普遍事实的认同，是强调功能的正向 

扩展，也 是 “侬” 的 意 义 （大众、集体义）与 

同位强调形式匹配的结果。

(7) a. 伽包■侬怀通容_,

“我 们 （人）不要溺爱孩f 。” 

b- 阮排料 侬莆田出蓊枝。

“我 们 （人）莆田产恭枝。”

2 .  同位强调词“介”。 “介”字作同位强调 

词时，读 阴 去 调 （52 )，且不与前慶亨发生连读 

变调。“介”的本义是“'自己”，作同位成分时， 

它强调主语所具有的“独特、自我、与众不同” 

的 特 性 （ 8a &  Sb)，也可能引申出让主语“自 

我挺负” “:蠢力:亲为”的 意 味 .(S c & Sd):.。..这些 

与 上 例 “侬”字强调词的意义不同。

(8) a. 我企那惨惨，无法度帮忙汝。

“我自己很穷，没办法帮你

b.  汝企是老师，阿卜来勘我？

“你自己是老师，也要来问我r
c. P可弟企卜做生拿，大家劝伊，伊都唔 

.會听。

“阿弟自己要做生意，大家劝他，都不 

肯听。”

丄伊企卜扫盾，我无法度。

“他自已要扫地，我没办法，

3 .  附谓强调词“介 和 “介介”。 “介” 

有两种附谓强调形式，即 依 附 式 的 “介 - ”和 

蠢 加 式 的 “介介”。

依 附 式 的 “介 本 读 上 声 调 （332 )，但 

这种上声调在语流中通常依后宇的不同，有相应 

的变调，可 变 读 为 阳 平 调 （2 4 ) 或阳去调

a 闽南话中，三身代词“我”1‘钕”和 “伊”'可附加 m厝” “辈” m侬"等作为复数标记，担，侬”作为复数标记, 

只能与三身代词合音，形成，阮_ 恁 ®/  “侠麵/，的复数形式，这H 种复数形式之后仍可依附同位强调词“侬 '但 不  

能合音[4]143娜 。莆仙话类此。

投稿网址：http ; /^xuebao. jmu. edu.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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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同时，后字须发生声母类化®。

(9) a. 菜//介煮。“菜自己煮。” 

b. 伊//介煮冥。

“他自己煮饭。”

C.伊 //介食。

“他自己生活。”

d. 事体//介做。

“事情自己做。”

“介 与 动 词 紧 密 结 合 ，用于强调谓语动 

词的动作方式，是状语性质的强调成分，具有 

“独自” “亲力亲为” 的语义内涵。上述句子可 

分 析 为 “话题 -述题”结构：句首成分是话题， 

它 们 与 谓 词 短 语 间 允 许 有 个 小 停 顿 （表示为 

“//”，可插入语气词“啊”等）。在话题结构作 

用下，“介 字 与 谓 语 动 词 结 合 ，融合成为述 

题 ，不再读高降调（52)，用于对句首的话题成 

分进行补充、说明。

另 一 类 “介”字的强调用法是叠加式“介 

介”，读作A:ai52 Yai21 , 前字读本调，后字读变调, 

且首辅音 [k] 要浊化为 [Y]。®  “介介”只能置 

于动词前，助动词之后，且不与后字发生连读音 

变，作独立状语成分，表动作方式。

(10) a. 伊介介燃火。

“他 自 己 （独自、亲自）烧火。” 

b- 者铺我卜介介睏。

“床铺我要自己(亲自/ 自个儿)睡。” 

c- 安囝会介介行。

“婴儿能自己（独自）行走。” 

d- 门介介开。

“门 自 己 （自动地）开。”

e. 水企企流。

“水 自 己 （自动地）流。”

“介介”在语义上具有“独自” “亲自”或 

“自发自动”的意义，主要回答上例中诸如“他 

是怎么烧火的?” “床铺是怎么睡的?” “婴儿是 

怎么走的?”“水怎么流的?”等问题，具有对比

焦点的性质。

“介 [W 332 ] 与 “介介” [Aai52TOi21] 作 

为副词性强调词，它们的形式特征是普通话“自 

己”或英语x - Se]f 所没有的，也与下文谈及的反 

身 代 词 “介” [/^52]的句法和语义不一致。

三、同位强调式 “ NP + 侬”与 

“ NP + 介”的形义拓展

在 同 位 强 调 式 “ NP + 侬 ” 与 “ NP + 介” 

中，强 调 词 “侬”和 “介”是说话人最想让听 

话人注意的部分，也使二者成为句意解读的风向 

标。这至少引发了三种形义变化：

1. 强调词前置于NP。 “侬”和 “介”均可 

位于句首突显位置® ，引起听者注意，直接表露 

说者态度。这 种 前 置 现 象 以 “侬”字居多。当 

“侬”位于句首突显位置时，读 其 本 调 （升调）， 

而做后置强调词时读低平调。与之不同，前置的 

“介”和后置的“介”均保持高降调。

(11) a. 侬我无爱捏讲，伊卜硬押。

“ （人）我不爱说，他要硬逼。”

b.  侬伊会饲蜀厝，大盖连。

“（人)他能养一个家庭，很厉害。”

c.  侬伊是先生，我因此勘伊。

“ （人）伊是老师，我因此问他。”

d.  介汝是先生，可是介厄囝教阿勿会

出色。

“ （自己）你是老师，可是自己的

儿子也教不好。”

2 .  无核强调词。出于经济原则，同位强调 

词 “侬”与 “介”可脱落所依附的核心词，独 

自充当论元，直接表露说者主观态度，如突出 

“个人”义 （侬）或 强 调 “自我”义 （介）。此 

时，“侬”和 “介”相当于人称指代词，但具体 

的指称对象却有赖于说者和听者共知的语境。比

①  音变规律为：当后字为阳去、阴人时，其变读为阳平（2 4 ) ;当后字为其他声调时，读为阳 去 （21)。这样， 

口语中“介”的上声调反而少见了；在 “介 字 的 影 响 下 ，谓语动词“煮” tSy21、“食” i la24、“做” tS021均发生 

“声母类化”，音变为齿銀边音[1 ] [6_7]。参见 JIANMING W. The Function of pronominal expressions in puxian [ D]. 

Lancaster： Lancaster University, 2010.
②  这类声母浊化主要在仙游话中。

③  瑞典语、西班牙语、德语中，出于更加强调的目的，同位强调词也可前置于核心词，且处于句首位置。[8]

投稿网址：h ttp: //xuebao.jmu. 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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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侬”在特定语境下可表示自称或他称， 

“介”可表示对称、自称或他称。虽然说者也可 

以选用指称明确的三身代词，但后者仅是一种中 

性的陈述，缺 少 “侬”和 “介” 的语用色彩。 

这些是强调词越俎代庖、直接作为人称指代词使 

用的例证。

强 调 词 “侬”作为人称指代词时，可以充当 

主 语 （12a &  12b) 或 宾 语 （12c & 1 2 d)。作为宾 

语时，它是个分指代词，不能回指小句内主语。 

语用上，“侬”用于凸显主语或宾语“本人、个 

人”，具有从旁观的角度来看待指称对象的意味。

(12) a. 逛无爱捏讲，汝卜硬押。

“我/他不爱说，你要硬逼。”

b.  逛会饲蜀厝。（，）汝咧？

“他能养一家子。（，）你呢?”

c.  阿姊拍您。

“姐姐打我。”

丄汝会骗逛。

“你 会 骗 我 （/他）。”

同样，强 调 词 “介”也可以充当人称指代 

词 ，作主句主语（13a &  13b) 或从句主语（13c 
&  13d) , 此时它仅具有指示功能，与下文所讨 

论的长距离回指或反身用法并不一样。语用上， 

“介”强调指称对象所具有的“独特、自我” 的 

特性，引 申 出 “自我担负”的意味，如 （13a &  
13b) ; 在 （13c &  13d ) 中，说 者 也 可 通 过  

“介”产 生 移 情 （empathy) 效果，强调主句主 

语对另一参与者的情感认同。

(13) a. 企无明精，因此乞伊骗。

“我（你、他）不聪明，因此被他骗。”

b.  企许睏，侬即做工。

“你在睡觉，他在干活。”

c.  阮阿哥;讲介,有若夥，要若夥。

我母亲;说 自 己 _ / _ 」有 多 少 ，

拿多少。”

d.  伊 ：讲介 j 得明精。

“他;说 自 己 他 要 聪 明 。”

在 上 例 （13c &  13d ) 中，小 句 内 的 “介” 

与主句主语没有回指关系。 （13c ) 描述的是母 

亲招呼客人的情境。说 者 通 过 “介”而不是人 

称 代 词 “俠 “恁 _ ”，让母亲站在句中的另 

一参与者一边，让 客 人 们 “有多少，拿多少”，

体现其好客、热情的态度。 （13d) 描述的是第 

三人称主语劝诫他人的情景。说 者 选 用 “介”， 

而 不 是 “伊 ，为了让主语移情到被劝诫者身 

上，从 而 体 现 其 “苦口婆心” “诚挚” 的劝诫 

效果。

3. “侬介”和 “介侬”强调式 。 一 旦强调 

词 “侬”和 “介”可以独自充当主语，它们还 

可以附加同位强调词，构成新的同位强调式。这 

类强调式把“侬”与 “介” 的语义、语用功能 

结合起来，通过变化强调词的语序，实现不同的 

交际目的。

( 1 4 )  (先 强 调 “个人”，再 强 调 “自我”） 

a. 侬介那惨惨，还来帮忙。

“他自己很穷，还来帮助。” 

b- 侬介会做，唔使汝帮忙。

“他自己会做，不必你帮忙。”

( 1 5 )  (先 强 调 “自我”，再 强 调 “个人”）

a.  介侬那惨惨，还来帮忙。

“你自己很穷，还来帮忙。”

b.  介侬唔便来，我无法度。

“他自己不愿来，我没办法。”

上 述 “侬介”或 “介侬” 的形式拓展实际 

上是出于语用目的，通过变化两个强调词语序获 

得不同表达效果。其中，第一个强调词应视作论 

元性的代词核心，第二个强调词则作为非论元性 

的同位成分。由于这类同位强调式的词序相对灵 

活，在以往的国内外的研究中较为罕见。

四、从强调词到小句外回指代词、 

反身代词

在前文中，同 位 强 调 词 “侬”和 “介”可 

脱落所依附的核心词，成为论元性的成分，所举 

的例子均是它们作为指代词的用法，没有涉及小 

句外的回指功能。本节要讨论的是它们取代普通 

代词所具备的小句外回指的特性。

1.小句外回指代词“侬”。 “侬”作为小句 

外回指代词，本质上仍属于无核强调词。下列 

例子中，它前面均可以补充一个代词核心（见 

括号）。

(16) a. 阿弟;炚，我菜煮了咯， （伊他）

侬;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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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弟;啊，我菜煮好了，他;还没 

到

b. 伊;菜煮了咯，（伊他)侬;走底阿？ 

“他;菜煮好了，他 i去哪儿?”

在上例中，“侬”分别回指小句外的话题成 

分 （16a) 或小句外的主语（16b)。相对于普通 

人称代词，“侬” 的回指用法是有标记的，是出 

于语用上的考虑，即说者为了强调、突出所指称 

对象，承载其主观态度，从而在交际中压制了常 

规的人称代词选择。®

2 .小句外回指代词“介”。在前文中，我们 

提到同位强调词“介”用于强调核心词“个体、 

自我”的特征，这也使得其具有较强的聚焦性 

和定指性。因此，除了用于人称代词指示功能 

外 ，还可以具有小句外回指的功能。

“介”作为长距离回指代词，大多出现在主 

句谓语是言说、思想类的动词中，可承载主句主 

语的视角，体现其言说、思想或意识。®

(17) a. 阿峰;讲芋会好食，得要乞企;厄囝食。

“阿峰;讲芋头好吃，必须拿给自己; 

的儿子吃。”

b. 伊;算讲企;阿卜做工趁钱。

“他;想到自己;也要打工赚钱。”

除了体现主语视角外，小句外回指的“介” 

也可承载说者的视角，让说者站在句子参与者的 

立场上，体现说者对参与者的移情关系。由于 

“介”与 先 行 词 有 回 指 关 系 ，因此不同于例  

(13c &  13d ) 中 无 回 指 关 系 的 “介 ”。这类 

“介”体现的是主句主语和参与者的移情关系。

(18) a. 了恁 i 若卜搜厝，（恁）介 i 搜咧。

“那么你们要搜家，自己 _搜吧。” 

b. 伊;若我 j 即买厄的，（伊）介;换转 

去例。

“他们;如果我,这儿买的，自己》 换 

回去吧〇”

(18a) 体现说者无可奈何，只好放任别人 

搜家的心态，说者用无核强调词“介”，而不是 

三身代词“恁《/’，正体现其移情效果； （18b) 

描述的是商铺店主允诺顾客们可以随时换货的情 

形。说者让句子参与者“我”移情到另一参与 

者 “伊他们”身上。同样，在 “介”字前面也可 

以补充一个代词核心。

3 .反身代词“介”。除了充当小句外回指代 

词外，“介”还可作为反身代词，与小句外的主语 

“同谓共指”。在下列句子中，“介”充当原型及物 

动词（19a)、感官动词（1 % ) 的宾语。

(19) a. 阿 姊 拍 （扇、摸）介 。

“阿 姐 打 （扇、摸） 自己。” 

b. 汝 怨 （看、味）介。

“你 埋 怨 （看、嗅） 自己。”

跨语言上，动 作 对 象 为 自 身 （如 “打自 

己”）相较于动作对象为他人（物） （如 “打老 

虎”）的现象，通常更少见。因此，反身代词用 

法整体上属于有标记的形义匹配。莆仙话仅有少 

数高频使用且及物性高的动词（如 “打” “骂” 

“怨”等）才有反身用法，其 他 动 词 （包括上述 

括号内的动词）的接受程度并不高。③

在上述例子中，不论是小句外回指代词  

“侬”和 “介”，还 是 反 身 代 词 “介”，均可前 

置相关的人称代词，因此本质上仍是脱落核心词 

的强调词。这属于强调词兼表回指或反身的用 

法，是强调范畴的强势扩张。

五、结 语

通 过 对 “侬”与 “介” 的讨论，对二者在 

莆仙方言中的形义匹配模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侬”和 “介”在语义、语用倾向上的差异，使 

它们沿着不同方向发生拓展。其中，“侬”可作 

为同位强调词、指 代 词 和 小 句 外 回 指 代 词 ；

①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欧洲语言中原本表“人”义的同类词，如英语 one、法语〇n、德语 man/men, 由于缺乏 

人称、性、数、格等语法信息，它们不可能作为宾语，更不能作为小句外回指代词。

②  这类代词类型学上称为“话语代词” （ logophonc promnm)，它通常担任小句的主语、领属语等论元性成分，承载主 

句主语的视角，体现其言说、思想或意识的代词。跨语言上，话语代词可以有专门的代词（见非洲的埃维语），也可与反 

身代词同形（东亚的日语、韩语和汉语）。[9]M1 一207

③  一些来自普通话的双音节词，如 “表扬” “喜欢”等，也 可 用 “介”作为宾语，显然是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非方言固有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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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可作为同位强调词、小句外回指代词、反 

身代词，并通过重叠或依附形式，充当状语性的 

附谓强调词。 “侬” 的 “人家”义 使 其 与 “赞 

赏” “同情” “尊重” “申辩”等语境关联; 

“介” 的 “个体、 自我”义，则用于表达主语 

“自我担负” “亲力亲为”的语境。这些现象体 

现了汉语方言中极具特色的人称库藏模式。® 笔  

者希望学界更多关注汉语方言的人称形式库藏内 

部的互动关系，把跨语言的类型学视角与方言的 

调查与描写相结合，发现汉语方言中更多值得关 

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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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 ay 74 and kai52 in the Puxian dialect
WU Jian-ming1 , CAI Guo-mei2

(1.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ISU；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Min 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two frequently - used personal forms in Puxian dialect, i. e. narj24 ( man/people) and kai51 ( self) , 
which can be used as adnominal intensifiers or adverbial intensifier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semantic content, the associated con
texts are also different. Prominent uses of the two intensifiers enable themselves to have such extended functions as person deixes, 
inter - clausal anaphora, manner adverbials or reflexives. The form &  meaning matches with narj24 and kai51 highlight the very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 inventory among Chinese dialects, which is typologically significant.
Key words： Puxian dialect； adnominal intensifier； adverbial intensifier； functional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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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 见 《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一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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