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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原平方言中的动态助词略论

尤 小 井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 西 临 汾 011001)

[ 摘 要 ] 以北京话为基础，从 语 音 系 统 、词汇、语 法 功 能 、语 法 意 义 、语 用 功能等方面研究、描述原平方  

言 ，重点研究原平方言中的动态助词。除了学术著作中对 “  了” “ 着 ” “ 过 ” 的研究外，原平方言又  

从中分化出 “ 的 ” “ 得 ” “ 地 ” “ 上 ” “ 下 ” “ 开 ” “ 起 ” “ 咗 ” 等动态助词，并从句式、能否替换、虚化程度、 

是否存在交叉现象等角度进行了探究。

[ 关 键 词 ] 原 平 方 言 ；动态助词；开 ；起 ；咗

[ 中图分类号 ] H172 [ 文献标志码]斄  [ 文章编号 ]

原 平 市 地 处 山 西 中 北 部 ，位 于 东 经 112° 

17,〜113。35,，北纬 38。35,〜 39°09 ， (m 之 间 。 

北与朔州、代县相接，南与定襄、忻州毗邻，西靠 

宁武，东临五台。西汉始置原平县，1 9 9 3年经 

国务院批准设市，原平市成为该省北部直隶忻 

州的唯一县级市。椲椵按照一般以市、县所在地 

方言为准的原则，本文以原平市所在地新原乡 

为代表进行分析讨论。2

一、原平方言的归属及语音特色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分 类 ，原平方言包 

含在晋语五台片范畴。其内部又大抵可以分为 

东 、西 、中、南 、北五片。椲椵五片词汇、语法较为相 

似 ，各自声韵系统却独树一帜。立足新原乡可 

发 现 ，声母方面：原平方言舌尖前音占多数，少 

数读舌尖后音。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遇合口呼 

全部发舌尖前音椲 s]椲s‘]椲 ]如：追 、水 、随 ；遇 

齐齿呼、开口呼既有舌尖前也有舌尖后音，如 ：

是 、迟 、债 、车 ；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不能与撮口 

呼相拼。韵母方面则较为复杂，这里以北京话 

为基，原平话在此基础上广泛存在着增音、减 

音 、换音现象。普通话中 [ei]原平方言中减音 

为[旈，如 ：眉毛。此外“明”“平”“清”几个字普 

通话韵母为 [梱椵原平方言中白读时，减音为 

[ ] 。[ u]减音为[u],如都。北 京 话 中 的 e[T] 

增 音 读 作 [uT] ,如 ：客 、课 。除 此 ，蝌蚪中的  

“蝌”，白读时符合上述现象。[uei]在原平话中 

换音为 [u〖 ]如 ：贵 、灰 、累 、内等等。[au] [ o] 

[u]分别读作椲o][T][Tm椵声母为鼻音 n、边音 

l)/[u] 声 母 为 除 鼻 音 n 、边 音 、舌面音跟零声 

母外棭普通话中[〇u] ，原平话中除 [p’ou]剖念 

做 [p】〇]、否椲〇u]读椲v]这两个字外，大体发音 

为[Tm]或 [ iTm] (声母为舌根音或零声母时） 

如 ：头 、肉、欧 、狗 。上述多是原平话中一个韵母 

对应普通话声韵系统中一个或两个韵母，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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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替普通话三个、四个音标的。

二、 原平方言研究现状

目前从《中国知网》《万方》中检索到有关原 

平方言研究的论文有椇山西原平方言的体貌系 

统暦3:10《原平方言重叠式研究》椲椵《原平方言中 

助词“来”的用法》椲椵《山西原平方言的后置词 

暟斬】：暠椲:和《原平方言代词研究暦7:。各地学 

者有关动态 助 词 的 研 究 有 229 0条 （20 1 7年 6 

月知网统计）棳主要有：对 动 态 助 词 的 分 述 、综 

述 ，如《现代汉语动态助词“了 ”研究综述暦椄：；汉 

语动态助词与其他语言的比较，如《动态助词 

“在”“着”“了”和日语的“时”和“体”的关系暦9:椈 

动态助词在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及一些少数民族 

语言中的用法，如《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的动态 

助词 》椲0:《大 南 山 苗 语 动 态 助 词 n d a n g t和 

leuf》[11:，等等。而有关原平话动态助词的研究 

在《原平方言志》中并未提及，《原平方言研究》 

中只在第十章第一节少量含设到，在《山西原平 

方言的体貌系统》仅 有 3 0 0多字叙述，此外并没 

有相关研究结果出现。

三、 原平方言中的动态助词研究

本文以新原乡为蓝本，着重探究原平方言 

中的动态助词。对原平当地广泛使用的“了”和 

使用较少的“着 ” “过”，以 及 普 遍 使 用 的 “上 ” 

“下”“开”“起”“的”“咗”等一系列动态助词进行 

探讨 。

(一）广泛使用的动态助词—— “了”

原平方言可根据“了”的不同语音来辨义， 

语 音 差 别 可 能 导 致 意 义 的 差 别 。原 平 话 中 ， 

“了”有[1】〇][〖 ?][1『：三个音。椲2:[1】〇]大致同 

于北京话动态助词“了暠[ 『：与北京话语气词 

“了”用法一致，常用于句尾；原平话中极少发音 

[la?〕。在表示行为完成和状态持续意义方面， 

—— 1 1 2 ——

原平方言与北京话一致，而原平方言中“ 了”用 

于句末，既可以是动态助词又可以是语气词、在 

“名 +  了 +  了 +其 他 成 份 ”等方面又有其特殊用

法 。

1. 在表示行动的实现和状态延续方面，原 

平方言与北京话大体一致

首先，“了”读作[1】〇:，表示行动的实现，这 

与普通话中“了”语法意义相同。例如：

(1) 等了[1】〇:半天不见他来，这椲鸱旈人是 

昨的了么？（怎么回事）

(2) 我可 [k〖 ：（去）了 [li3〇:三回也没碰见 

他 。

其次 ，表示状态的持续，谓语中心多为动 

词 ，作助词，这类句子多具有存现句的格式，呈 

现事物的一种静态特征，普通话中也有这样的 

用法。

2. 原平方言中“了”的功用不完全等同于北 

京话的“了”

首先，在表示行动的实现方面，原平方言有 

其特殊用法，即：名 词 +形 容 词 +  了 +  了 +其  

他 。第一个“了”相当于助词“了”表示完成状 

态 ；第二个“了”则是语气词“了”，此时都读作 

[lioo：。

(3) 电脑旧了 [1】〇: 了 [1】〇]就不值钱了 

[ 『:。

(4) 水要是凉了 [ 1】〇： 了 [ 1】〇]的，就告给

我暎

(5) 烩菜偶了[1】〇：了[1】〇]的，往里头加些 

水 。（烩菜糊了时，在里面加点水）

(6) 年轻了 [liao： 了 [lb o]甚 也 好 ，一黑夜 

(一晚上）不睡椲uei]还精力旺盛。

“了了 ”后面经常加“的”，如例（4 )( 5 )。第 

一个“了”进一步强调动作的完成，第二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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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句补充说明带有补语的意味。这在陈述句 

中广泛使用，“了 ”前很少有双音节词棳年轻” 

“便宜”等双音节词属于例外，如（6)。从语用角 

度来看，如若删去第一个“了”，句义不会发生变 

化 。

其次，在叙述一件事情时，“了 ”可用为语气 

词 ，如例（8棭 10棭 11棭也可以是动态助词，如 

棬）。例（9)中，“了”在原平方言中可以用读音 

加以区分二者，作动态助词时读作[1】〇],常侧 

重于将来的变化，蕴含假设的意味；而读“了” 

[l i d 时 ，用作语 气 词 ，则侧重于现在完成的情 

形 ，多为既成事实。

(7) 年底了 [1】〇]，算 算 账 哇 。（等到了年 

底）

(8) 年底了 [1『]，算算账哇。（现在年底了）

(9) 不要跑了，一阵还 寻 [ in]你有做法了 

椲3?]。（找你有事）

(10) 废纸椲旙]一斤三毛了椲『]。

(11) 大学生了 [lis],这点自觉各人还是有 

的。（自己自觉）

第三，名 +  了 +了 +其 他 成 份 。其中，第一 

个“了”为动词，类似于北京话的“做”；后一个 

“了”在原平方言中，读作[ 1 ] ，语法意义大致等 

同于普通话中的“了 1棲了 2”情形。

(12) 活了 [1】〇] 了 [1】〇]就能出各[k〖]耍了 

[ 『]。（活干完了，就能出去玩儿了）

(13) 事了 [1】〇] 了[1『]么？（事情办完了没 

有)

需要指出的是，与北京话明显不同椇一是， 

原平方言中少数“了 ”还有动词的用法，通常也 

作[1】〇];二是 ，原平方言中，“我把凉鞋[xai]给 

了她了”，不能说成“我把凉鞋给她了”，在普通 

话中可以做此变换，原平方言却不成话。310

(二）较少使用动态助词“着”，而用“得” 

( [ t i3 ] )“ 的 ”（[ti3 ])

“着”读音[鸱Tm] ，在原平方言中，“着”有表 

示进行的用法，但并不广泛，不存在表示状态的 

情况。“着 ”大 多 用 “得 ”“的”代 替 ，原平方言 

“着”可能仅有一种用法。

1棶着”表进行，不存在表示状态的用法

(14) 看着椲 #m]些火，不要让饭偶了。（看 

着火，别让饭焦了。）

(15) 攥椲 suan]着椲§Tm] 口，（握紧袋子的 

开口，）不要撒了 [1】〇]。

(16) 拿着椲，m]这件衣裳，我一阵就过来 

了椲『椵

(17) 看着椲鸱m ]东西不要丢了 [1】〇]。

2.原平方言中“着 ”大多用“得 ”“的”代替 

(念作[tia] ，表行动的延续或状况

首先，表示动作行为延续。这里分为两种 

情况：

① 动 + 的 +  了 ，处于核心，可形成祈使句， 

也能添主语变成陈述句。“的”可用来表示一个 

行为的连续，在原平方言中不能省略。例如椇

(1 8)娃娃们正上课的了椲 3鸬]。

(1 9)正用的了椲3?]，一阵了给你。

(20) 外面下雨的了 [3鸬],不下了 [1】〇]再 

出[tshu?]各 （去）哇。

(21) 吃饭的了椲3?]。

② 动 + 得 + 动 ，构成句子必要成分，两个动 

词所表示的行为同时发生，有“一边一边”的意 

思[13]，只能出现于陈述句中。根据原平方言习 

惯 ，（24)中的“得”也可以换成“下”。

(22) 他笑得说[sua] ,明年又是 [si] — 椲】] 

(一个）丰收年。

(23) 他哭得说[ ua] 他想念书。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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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他就喜欢站得说椲u〖]话 。

(25) 坐得思考。

其次，表示状况。主要也有两种情形椇

① 名 +还 +形 容 词 +得 +了 ，表状态延续， 

呈静止态，多数在描述一个结果，谓语中心为形 

容词。例如椇

(26) 教室儿的灯还亮得了椲3?]。

(27) 盖地里头的暖水袋还热乎得了椲3?]。

(28) 茶椲榩斄]几上的水还温得了椲3?]。

② 方位名词棲动棲名，陈述已知的事实，已 

经持续一段时间，并有持续下去的意思，大量运 

用在存现句中。例如椇

(29) 凳子上放地水杯。

(30) 抽屉椲旈]里头锁地几圪挞白洋。（几 

块白洋）

(31) 他家炕上摆地几床新盖地（被子）。 

第三，既表行动延续又表状态。例如椇

(32) 水里游得条（一条）鱼儿。

(33) 天上飘得几朵云。

(三）“过 ”
1棶过”表示经历了某事 

原平人把“过”读作 [ku〖]，用作助词，“过” 

表示经历了某事。“过”在原平方言中仍保留着 

上古语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即表非常、十分 、

太等意思。

(34) 长这叠[旈〖](么）大 ，还没被这叠吼喊 

过 [ku〖]了椲3?]。（被人骂地很严重）

(35) 买过[ku〖]他呀行（他家）的西红柿你 

就再也不过[ku〖]给了椲『]。

(36) 看过[ku〖]一次电影，你就觉知见（觉 

得）阔气的不行了 [ 『]?

(3 7 )用过 [ k u 3 ]俺行（我家）的油（化妆品）， 

一下[xA]就变袭人了 [ 『]。

一 114 一

在原平方言中，“过”还表示非常、十分 、太 

等意思，相当于副词。如 ：肉放外头（外面)冻得 

过厉害了，切不动。盐放的过多了，今的饭叫甚 

了（不成样子）。在原平方言中，“过”用在疑问 

句时，以“呀么”结尾 ，常用反复问句的形式，如 ： 

你 看 过 3斈 电 影 呀 么 ？你 坐 过 高 铁 呀 么 ？此 

外 ，在普通话中，“洗过脸了”，原平方言只能说 

成“洗了脸了”“洗完脸了”。原平话中的“过”侧 

重于经历，不能表示普通话中完成的意思。

( 四 ）普遍使用：“上”“下”

“上”“下”读作椲】l ] [ xA],其中“下”多表 

示已然完成、结束，或假设完成，是整体意义的； 

“上”多带有进行意义或表示动作状态未发生， 

假设进行，同时“上”也有完成的意义。在原平 

方言中，“上 ”“下 ”的虚化程度不足，有交叉现 

象 。其中，“上”“下”一部分可分别用“了”“着” 

“过”替换，一部分却是渭泾分明。如 ：原平方言 

中的“下”虽然可表示发生过某事，但偏重于完 

成 ，“过”更多的是经历意味，因此原平方言中二 

者不能替换。

1.原平方言中“上”“下”，表示完成或假设 

完成，分别类似于普通话“了 ”“过”的语法义， 

“下”在实际使用中不能换成“过”

首先，用法类似北京话中“了”。“上”侧重 

于行为的完成，如（40) (42 )，“下”偏向于结果的 

转变，如（41)(43)(45)。例如：

(38) 他打上椲】1]电话让我提前给他借下 

[xA]钱 。

(39) 好 不 容 易 说 下 [ x A ] 个 媳 妇 ，跑了 

[ 『]。

(40) 现在生上椲】1]火，后半夜炕就热了。

(41) 包下[xA]包包（包子）了 [lis]。

其次，构成一 般 句 式 ，动 + 上 + 数 +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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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 。句中的“上”表示假设行为的完成，这类句 

子多有离合词的形态，且多含有告诫、警告的意 

味 ，其语法功能相当于普通话的“过”。

(42) 挨上椲3梱椵一）回打，你就再也不敢不 

听话了椲『椵

(43) 挨上椲3梱](一）回拐，你就不敢兀地 

(那样)骂人了。

(44) 生 上 椲 椵 一 ）回病[旔]，就不敢吃辣 

条了椲『]。

(45) 吃上椲3梱椵一）顿饭，就忘了 [lis]。

2.表 进 行 时 ，“上 ”“下 ”功能与北京话中  

“着”相近，除少数替换后不符合原平人说话习 

惯外如：（46),其意义上大多能与“着”替换

(46) 大 家 今 天 都 吃 好 ，吃上椲3梱]、喝上 

椲】1]。

(4 7 )站的有点累，她就趴下[旞A ]哭 。

(48) 来 ，拿上椲3梱]这圪挞（块）表 。

(49) 躺 下 [xA]思 考 、躺 下 [xA]说 [ suo]

话暎

( 五 ）“咗 ”
原平方言中，“咗”读为椲】梱]用在连谓结 

构 中 ，后 面 经 常 使 用 趋 向 动 词 —— “来 ” “去 ” 

“给”等 。“咗”前后的动词有先后之分，前面是 

后 面 的 条 件 ，后 面 的 动 词 是 前 一 动 词 的 结  

果 ，椲4椵‘咗”等同普通话“过”的功能。它主要表 

示行动的实现，这类句子多数能写成“把棲 N棲 

V + 咗 +来 /去/给 +  V /了”的格式。而在祈使 

句 中 ，则需依据情景补出省去的部分；否定句尤 

其祈使句中不能带任何成分。从普通话语法系 

统 看 ，“咗”省略时语法意义不发生变化，但当地 

人念起来拗口，在原平方言中不成句，原平方言 

中“咗”的虚化程度不及“了”。如 ：

(50) 把书椲u]拿咗椲】梱]来我看看。

(51) 钱借咗椲】梱]给就不还了 [ 『]。

(52) 自行车推咗椲】梱]给没修。

(53) 前 儿 （前 天 ）他 把 俺 家 的 锹 也 借 咗  

椲】梱]给了 [ is]。

1. 以“给”做结时，后要加语气词“了”

(5 4 )前 儿 （前 天 ）他 把 俺 家 的 锹 也 借 咗  

椲】梱]给了 [ is]。

(55) 你 娃 娃 ，把我的洗头膏也拿咗椲】梱] 

给了 l s ]。

(56)  给了 [li〇o]我八块钱就把兀地好（那 

么好）的猪头肉抢咗椲】梱]给[g〖]了 [ 『]。

2. 否定句尤其祈使句中“咗 +给 ”后不能带 

任何成分

(57) 不要把电脑搬咗椲】梱]给[ 〖]。

(58) 不要把炉椲Tm]锥拿咗椲】梱]给[g〖]。

3. “咗”的句式常可作“把 +  N +  V + 咗 +  

来/去/给 +  V /了”格式的转换，“咗”前面名词 

多是物，如果是人，以上格式则不成立

(5 9 )钱借咗椲】梱]给就不还了曻把钱借咗 

椲】梱]给就不还了

(60) 书 借 咗 椲 】梱 ]来 看 看 曻 把 书 借 咗  

椲】梱]来看看

(61)  你一给我打电话，我就跑咗椲】梱]来 

了 [ 『]曎灣你一打电话，把我就跑咗椲】梱]来了 

[ is]

根据习惯有一部分较特殊的句子也不能做 

以上变换，如 ：信写咗给没回，不能做以上变换。

4. 肯定句“把 +  N +  V + 咗 + 来 /去/给了” 

格式中动词前多带“也”字

此处，“也 ”使 语 气 进 一 步 加 强 ，含有不情 

愿 、可惜的意味。例如：

(6 2 )前 儿 （前 天 ）他 把 俺 家 的 锹 也 借 咗  

椲】梱]给[g〖]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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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把 我 的 一 袋 好 山 野 （土 豆 ）也背咗  

椲】梱]给[g〖]了。

(六 ） “起 ”
原平方言中“起”读音[楬旈椵常用做助词， 

可表示动作行为的变化、完 成 ，可用在把字句 

中，被字句中没有这样的用法，句末常需要带 

‘‘了”

1. “V + 起 +  ()”的形式用在动宾结构中，表 

动作变化

这一形式类似于普通话中离合词的形态， 

又不完全一致。

(64) 唱歌唱地写起[楬旈]字了椲『]。

(65) 大黑夜的给吃起[楬旇旈饭了椲『]。

(66) 我就说 [ uo]昨也等不上椲〇梱],结果 

给打起[楬旈]了椲『]。

2. 表示动作行为的完结，谓语中心多为动 

词

用在把字句中的陈述语气里，大多带有祈 

使句的意味，表示命令、警告，如（67);用在把字 

句中的疑问句里，具备是非问的结构，如 （68)椈 

属于一般句式时，“起”用在祈使句中，如（69)。

(67) 把凉椲】梱]菜拌起[楬1j 再吃。

棬8)把麻将[楬斄]放起[楬旈]了 [1『]哇 ？

(69 )  拿起[楬旈旈你的衣裳。

3. 谓语中心多为形容词，表示动作行为的 

改变，并且持续，含有起始义，相当于普通话中 

的开始，句末必须加“了”

(70) 天气一下[xA]倒冷起[楬旈]了 [ 『]。

(71) 靠着火炉坐给阵儿（坐一会儿），一下 

[xA]就热起了 [lis]。

(72) 夜黑夜（昨晚）碰着椲榩溁梱]还没甚事情 

么 ，今儿倒疼起[楬旈]了 [ 『]。

(七 ） “开 ”
—— 1 1 6 ——

原平方言中“开”读音 [khai] ，一部分“开” 

的用法与“起”相似，可进行替换，二者的细微差 

别是“起”多偏重于动作的开始，“开”还含有动 

作行为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的意味。另有一部 

分 ，根据当地人的发音来看替换后就不成话，如 

“开”在谓语中心为动词的这类句中，“把钱帮我 

破开哇”就不能替换成“把钱帮我破起哇”。

1. 谓语中心多为动词，表示行动实现，此类 

句子中“开”虚化较弱

(73) 把钱帮我破[p’〖]开哇。

(74) 把冰糖放的热水椲 uei]里 头 ，一阵儿 

就化开了 [ 『]。

(7 5)把饼干放地稀粥椲，rn]里头给泡开了 

[lis]

2. 形容词为中心，表情况的变化

(76)苹 果 买 下 [xA]不 吃 ，看得倒坏开了

(7 7 )将 （刚刚）下 [ x A ] 了场雨么，天气倒冷

开了 [ 1 ] 。

(78)水烫开了 [lis] ,不要再往进倒了 [lis]。

3. 用在动宾结构中，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发 

生 ，含有动作行为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并且有持 

续下去的意味

在这类句子中，常搭配副词“倒”，表示在说 

话者意料之外。

(7 9 )我 过 来 的 时 [ i ]候你们倒吃开饭了

(80) 赶 紧 走 哇 ，庙 上 [ 】梱]倒唱开戏了

(81) 你这[鸱a j 对象[ i3 ] 八字还没一撇了 

[ a?],你家倒忙慌开（收拾）了椲is]。

四、结语

通过研究原平方言中的动态助词，考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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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言中大量使用、较少使用及普遍使用的完 

全虚化或由半虚化到完全虚化过渡的特殊动态 

助词—— “了暠棳着”“过暠棳上”“下”“开”“起 ” 

“的”“咗”等 ，以期熟悉并掌握原平方言中动态 

助词的个性 ，从中发现原平方言的独特风格 ，欣 

赏其独有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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