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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对绵阳方言的语气词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其在绵阳方言区的具体使用情况，采用

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同普通话和具有代表四川方言特点的成都方言的语气词做了横向的比较，

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从共时的角度揭示其规律和特点。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前言主要介绍了语气词的定义、性质和类别；绵阳方言的一些

语音特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分类；本文的写作目的、研究现状等；后面四章则分别从绵阳

方言语气词的四个类别：疑问语气词、陈述语气词、祈使语气词、感叹语气词分别进行研究，

通过列举大量语言应用的实例来对其特点加以说明和证实。

通过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研究，可以为人们展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和规律，并有助于

绵阳方言语法的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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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 明

1．本论文绵阳方言的例句主要采自口语。成都方言例句主要采自成都方言作品或

报刊。(注：例句均未列出其出处。)

2．例子前面加·号的例子表示没有这种说法。

3．本文中的方言语气词不考证其本字，而采用同音字或近似发音的字代替，如无

代替者则只标出其实际读音。

4．文中方言例句中的六号小字是绵阳方言词语或短语在普通话中的说法。

5．本文所述方言语气词的读音均用国际音标标注。

6．文中“＼一表示“或"的意思。

7．文中N代表名词，V代表动词、ADJ代表形容词。

8．文中个别语气词下的l、2标注是区分具有不同读音和不同用法，而书写形式一

样的语气词。

9．语气词的国际音标右上角的数值表示其实际发音的声调。



第一章前言

第一章前言

第一节选题意义

绵阳方言隶属于北方方言，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地方分支，绵阳方言在语法方面绝大部分

与普通话相同，同时又与四川其它地区的方言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但绵阳方言作为一种独立

的语言现象，具有自己的特点。绵阳方言语气词，作为方言语法中的一部分，也同普通话和

四川其它方言中的语气词存在着相似点和不同点，笔者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描写都遵循“求

同存异”的原则，描写的重点在“异”，但也不回避“同”。

目前，国内外尚未发现有关绵阳方言语法的专著，更谈不上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系统研

究。因此对绵阳方言语法的研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笔者通过方言调查以及大量阅读参考资

料，对绵阳方言的语气词做了具体的研究。描述了它们的意义和用法，为绵阳方言语法的全

面深入展开，做一个尝试性的初探。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研究也可以为本方言区或本方言区

以外的人们学习和了解绵阳方言语气词提供一个参考。 ．

第二节本文的写作目的及所用语料

本文的描写对象是绵阳方言中的语气词，主要是从共时的角度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意义

和用法做出对比描写，比较的对象主要为普通话和成都方言中的语气词，以及绵阳方言内部

语气词的相互比较。本文描写绵阳方言语气词主要是为揭示绵阳方言语气词的一些特点，是

普通话和成都方言中所没有的一些特点，当然也描述了它们的相同之处。

本文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研究采用如实的分析描写，没有过多的去探讨语法理论或建立

新的语法体系，本文大量使用例句用以证明其语气词的特点和规律。

本文语料主要来自于绵阳方言口语，主要采自绵阳方言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较少受到

其它语言的影响，相对纯正。另外文中所涉及到的成都方言，主要采自于‘成都方言语法研

究》中的例句，以及‘成都商报》、‘成都晚报》等报刊。还有一些来自于成都籍作家的方言

作品。

第三节语气词的定义和特点

现代汉语中用在句子末尾表示各种语气，没有实在意义的一类虚词，我们称之为语气词。

在现代汉语中，我们所熟悉的最基本的语气词有：“啊”、“吗”、“吧”、“呢”、“了一、“的”等

六个单音节语气词，另外，还出现了由这六个基本语气词派生出来的一些其它的语气词，我

们称之为派生语气词。派生语气词可能是两个语气词连用而形成的合音变体，又或是同一个

语气词被书写成不同的形式变体-。例如：

1张斌．‘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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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a)一呵、呀、哇、哪、哈、哟、哎等

吧(b磊)一罢、呗、啵

了(1百)一啦(=了啊)、嘞、哕

吗(ma)一么、嘛、

呢(1百)一呐、眵j、哪、

普通话的这些语气词主要有以下两个语法特征：

(一)附着性强，只能附着在别的词语后边，起一定的语法作用。换句话说，语气词一般

是不能单独使用的，不能独立成为一个语法成分。语气词常常跟语调一起共同表达语气，所

以一部分词可以表达多种语气。

(二)语气词可以单独在句中出现，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气词在句子中同时出现，

表示不同的意义，语气的重点也不一致。语气词在旬中出现的位置不一样往往强调的意思也

就不一样。

语气词可以连用，连用是分层次的，第一层排在前面，第二层排在中间，第三层排在最

后，它们分别表示不同的语气意义，最后一个语气词是全句语气的重点。连用的两三个语气

词并非直接组合，而是处在句子结构的不同层次上，例如“看见了吧”一句应该先分为“看

见他了I吧”，再近一步分析为“看见他I了～。再看以下的句子：

(1)唉!这一家人真够痛苦的了!

(2)我不是说一会儿就来陪您的吗?

(3)妈，你看见人家的信了吧?

(4)你听见刚才我说的话了吗?

例(1)是语气词的一二两层连用，“的”表示肯定，“了劳是强调痛苦的事实已成定局。

例(2)是一三两层的连用，“的”是表示确实如此，“吗”表示疑问的语气，略带有反问

的语气。例(3)是二三两层的连用，“了一表示新情况的出现，“吧”表示疑问的语气，略带

有推测的意味。例(4)同样是二三两层的连用，矗了”表示出现了新情况，“吗”表示疑问，

也略带推测的意味。

(三)语气词一般用在句子的末尾，但有时也可以用在旬中，起到舒缓语气和停顿的作用。

如：

(6)他呀，还没回家呢!

(7)前年哪，他还没有出世呢!

(8)荷叶呀，是小青蛙的摇篮。

以上例句的语气词都用在句子中间，起到舒缓语气的作用。

1黄伯荣．‘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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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语气词的分类

语气词按其用途划分，可分为：疑问语气词、陈述语气词、祈使语气词和感叹语气词。

一、疑问语气词

在现代汉语里，疑问语气词一般是指用于句末、传递疑问信息的语气词。我们称之为严

格意义上的疑问语气词。疑问语气词并不是指所有可用于疑问句的语气词，而是指在旬中专

司传疑之职，非它不能构成疑问语气的语气词1。换句话说，严格意义上的疑问语气词是疑问

句要表达疑问语气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严格意义上的疑问语气词，整个句子的疑问意义就

表达不出来。例如：

(1)他明天不来吗?

(2)这个人是谁呀?

例(1)中的语气词“吗”具有传递疑问信息的作用，不能缺少，如果缺少的话就有可能

被理解为一个陈述句“他明天不来。一，如果要表达疑问的话，在书面语中就必须在句末加上

一个表达疑问的问号；在口语中就读升调“他明天不来／”，在声调的配合下才具有疑问意义。

例(2)中的“呀”则可有可无，在有无“呀”的情况下，均可表示疑问语气，“呀”用在句

末，加强了疑问语气的表达。这个“呀”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疑问语气词。

(注：本文所研究的绵阳方言疑问语气词包括了严格意义上的疑问语气词，也包括了其它

可用于疑问句末的语气词。)

二、陈述语气词
1

陈述语气词一般用在陈述句末，表达陈述语气，其主要作用是加强对事实的确定和未来

的判断，表示一种明白无误，显而易见的语气2。如：

(1)我昨天问过李先生的，这不可能的。

(2)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3)他头一回做嘛!

(4)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以上例子中，各句末尾的“的”、搿了”、“嘛”均是表陈述语气的陈述语气词，作用均是

强调一个事实。如果上述陈述句末尾没有这些语气词的话，句子的语气就会缓和许多，不如

加上这些语气词后显的强烈。

三、祈使语气词

祈使语气词一般用于祈使句末，用于强调，禁止、命令、请求、劝阻等意味的语气。如：

1陆俭明．‘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1984年第五期。

2张斌．‘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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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喝吧，赵大爷!

(2)你还是请进了里面休息一下吧!

(3)说呀，为什么不说呢?说吧!

上面例句中的“吧’’、“呀’’我们就称它们为祈使语气词。例(1)、例(2)中的语气词“吧”

带有商量的口气。例(3)中的“呀”、“吧’’前一个带有催促的语气，后一个则有商量的意味。

四、感叹语气词

感叹语气词用于旬末，表达强烈的感情色彩。句末带上感叹语气词，这是常用的表达感

叹语气的方式1。

感叹语气词不仅是构成感叹旬的一个重要方式，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加强感叹句的感

叹语气。如：

(1)唉，你的伤多重啊!

(2)唉哟，救命哟!

(3)长城，我心中伟大的长城啊!

(4)多么壮丽的山河呀!

(5)这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哇!

往往感叹语气词，表达感叹语气时，还同其它的词语配合使用，如同名词(名词性短语)；

同一些副词、代词的配合使用。如：

(6)天哪!这一定是没命了!

(7)哎呀!我的妈呀!

(8)你可真有人缘哪l

(9)好美丽的城市啊!

例(6)中的感叹语气词“哪”同名词“天”配合使用，表示极度的悲痛。例(7)的感

叹语气词“呀’’同名词“妈”配合使用表示痛楚或意外、惊讶。例(8)中的感叹语气词“哪”

同前面的副词“真”配合使用表示强烈的赞许或钦佩。例(9)中的感叹语气词“啊”同副词

“好”配合使用表示强烈的赞美。

第五节语气词的研究现状

一、普通话语气词的研究现状

对普通话语气词的研究相对来说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普通话

语气词的专著和论文，比较著名的有：黄伯荣先生的<现代汉语》，对语气词有详细介绍和分

析；张斌先生的《新编现代汉语》，对现代汉语语气词的论述；陆俭明先生的<现代汉语虚词

1张斌．‘新编现代汉语》，出版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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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论》中对语气词的研究；侯学超的<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以及较早的吕叔湘先生的<现代

汉语八百词》、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等专著对普通

话语气词都有专门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一些语气词还有争议，比如说对疑问语气词的争

议，普通话中的“吧”、“吗”、。呢”、“啊”一般都被认为可用作疑问语气词，表达疑问语气，

但以张斌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却认为“吗一是典型的疑问语气词；“呢”作为疑问语气时，还附

有提醒的语义色彩；“吧”表测度语气，是一个表示“信疑之间语气”的语气词，只能算是半

个语气词；“啊”则不负载任何疑问信息，不是疑问语气词1。可见学术界对语气词的认识上，

还存在着分歧，因此对普通话语气词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二、川渝方言语气词的研究现状

国内现在尚无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专门研究，对成都方言和重庆方言的语气词则有系统

的研究，了解和学习成都方言语气词和重庆方言语气词以及四川其它方言语气词的意义和用

法对研究绵阳方言的语气词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供参考的有：张一舟的‘成都方言语法

研究》此书中有对成都方言语气词的系统而全面的描述；梁德曼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中

也对一些四川话的语气词有所提及；黄伯荣的<语法类编》则有专门的篇章分析四川方言中

常见的语气词以及成都和重庆方言中的语气词；黄尚军的{：成都方言词典》、高廉平的‘川北

方言语法研究》等方言著作对四川许多方言区的语气词都有描述。这些参考文献都为更好的

研究绵阳方言的语气词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第六节绵阳方言语气词综述

一、绵阳的地理状况

绵阳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 东接南充市，南连遂宁市、西南界德阳市，西靠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北抵甘肃省，东北与广元市为邻。绵阳市辖涪城区、游仙区、高新区和三台县、

盐亭、安县、梓潼、北川、平武、江油等7县。

本论文所研究的绵阳方言语气词主要是通行于绵阳市区的语气词。(不排除其所辖县市也

都有这样使用的情况)

二、绵阳方言的声韵调系统

声母20类

P爸八p‘胖旁m摸忙f风房t打大t‘田天n连那侮再走侮‘常厂s所三气日

让

∞就家∞‘羌抢轴你娘9习系k骨顾k‘酷哭q我饿x活火0而央

1张斌．‘新编现代汉语》，出版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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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母35类

1自子甜儿耳a巴哈。哦噢e呃北ai牌派ci背美肌搞高孤周狗跚三惨孤

真阵购邦绑

i你尼ia家甲ie别憋i锄言盐i卸要较i孤九旧iIl听庭i2u9奖姜

u读住豫哇瓦∞国括谢外歪uei尾位u题弯碗u矩文温嘲王网鹎东洞
y雨鱼yo药学ye月血y锄捐卷yn云军y叼兄拥

声调4个

阴平55巴微天通

阳平3l蛮八田童

上声52马尾统检

去声13骂胃箭痛

绵阳市区和其所辖县市的声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体的差异如下：

(1)平武县的声调为：

阴平55乌疤添通

阳平21瞒拔嗦桐

上声53码靶捅填

去声213慢位键库

(2)安县的声调为：

阴平55呼开千偏

阳平31瞒还搞杀

上声42码尾哄浅

去声213漫为件腾

(3)梓潼的声调为：

阴平45乌钏谦差

阳平21馒说桐刹

上声53码靶哄拳

去声214鳗味见藤

(4)江油的声调为；

阴平44巫叉签串

阳平21瞒说同刹

上声53码把捅泉

去声13话惠倩众

6



第一章前言

(5)北JII的声调为：

阴平55椰奶(乳房)胎猜

阳平32咸玄钱联

上声52玛哈种全

去声13化会欠重

(6)三台的声调为：

阴平55乌呼微添

阳平2l瞒跋缩铜

上声53蚂属恬瞳

去声14啥废券奉

(7)盐亭县的声调为：

阴平55污坞危天

阳平31跋馒恬彤

上声53玛署填酮

去声13化肺眷众

三、绵阳方言的一些发音特点

(1)古入声字归阳平。

(2)按照“连、年、严”的读音划分，绵阳方言的“连”读【n】“年、严”读嘲1。

(3)按照“胡、扶”读音是否相同划分，绵阳方言的“胡、扶”都读[刈2。

(4)按照“药、月、欲”的读音是否相同划分，绵阳方言的“药欲”读b，0】，“月”读b嘲3。

(5)按照“特"字韵母的异同分，绵阳方言的“特”字韵母读【￡】．、【ie】40

(6)没有声母【嘲、噼‘】、【鲴。

四、绵阳所辖县市的一些语音特点

除了上面所述的声调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声母、韵母的发音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别，具

体如下：

(7)绵阳市所辖的盐亭县有古入声字。5

(8)绵阳市所辖的平武县，按照“连、年、严”的读音划分，“连、年、严”都读【n】。6

(9)绵阳市所辖的三台县，声母咖、[q不分，一般都把嗍发成[f】的音。

翟时雨．

翟时雨．

翟时雨．

翟时雨．

翟时雨．

翟时雨．

‘汉语方言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4页．

‘汉语方言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4页．

‘汉语方言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5页．

‘汉语方言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6页．

‘汉语方言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l页．

‘汉语方言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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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类别

本文主要以绵阳方言的语气词，表达不同的语气来划分其所属的类别。这里所列举的表

达不同语气的语气词是当今绵阳方言使用的较为普遍的语气词，是具有代表性的。同普通话

的语气词划分一样，绵阳方言语气词分为以下四类：

(一)疑问语气词

叁[san55】、蛮l【m锄55】、蛮2【m觚31】、吧lDa55】、喃【n锄55】、哨[sau31】、诰皿au31】、唠[n硼31】、

唼l【觚55】、吱2【锄31】、啵lⅡ)055】、啵2Ⅱ妒1】、嗥【xau3l】、哦】【031】、呃fe31】

(二)陈述语气词

叁【s觚55】、蛮l【man55】、蛮2【m觚31】、赞【瑚31】、嘞J【I崦55】、嘞2【ne31】、哦1【031】、唠【nau31】、

呃[c31】、嗷[绷3I】、喃[n锄55】

(三)祈使语气词

蛮2【m姐31】、着【咖矿1】、嚷2【鼬31】、哦2【055】、哦l【031】、叁【san55】、嘞2【Ile3】、呃P1】、嗷

【孤311

(四)感叹语气词

嘞2【ne3l】、唠【n觚31】、哦l【031】、 球脚‘31】

六、绵阳方言及其语气词简述

绵阳方言是属于现代汉语的一个地方分支，隶属于西南官话，是本方言区人们在沟通交

流时常常使用到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地域限制性，四川方言地区的人们理解绵阳方言的口语

一般不存在问题(除了一些土话外)，而其他方言区的人们要想听得懂绵阳方言就可能存在困

难，当然在理解上的困难可能主要出现在语音和词汇方面。

各地的方言在语音方面同普通话的差异是相当巨大的，普通话中的同一个字或者词语在

不同地域都有不同的发音，但这个字和词在不同方言区人们对它的意义的理解却没有多大的

差异，这和汉语的语法意义和语法结构相对稳定是密不可分的。同样，绵阳方言作为汉民族

共同语的一个地方分支，也遵循这一普遍规律，绵阳方言的语音同普通话和其他方言存在着

较大的差距，而语法方面却大体是一致的。本文所研究的绵阳方言语气词是从共时角度出发，

着重研究其发展现状和它的特点规律。绵阳方言语气词也遵循普通话的语气词的一般规律，

通常可用于句子末尾(陈述句末尾、疑问句末尾、祈使句末尾和感叹句末尾)。绵阳方言的语

气词，往往一个语气词可以表达多种语气，如语气词“蛮”l【m锄31】就可以用在疑问句末尾，

也可以用在陈述句、祈使旬末尾。同普通话一样，绵阳方言的语气词通常用于句末，但也可

用于句中起到舒缓语气和停顿的作用。如：

(1)我“蛮”2【m龃55】嘛，等一会儿再吃饭“叁”[san55】。

(2)他喃【n锄55】呀，就不去了“蛮”2【m姐31】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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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哦l【031】呀，也不打声招呼也不说一声就走唠【n{一1】了．

上面的例子就是绵阳方言中的一些语气词用于旬中和用于旬末的一些情况。

例(1)的“蛮”2【m锄55】用在人称代词后面表示停顿，舒缓语气，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

气词“呀一，旬末的语气词“叁一【san55】含有强烈的语气，同时透露出说话人不耐烦的语气，

在普通话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语气词。例(2)的“喃【n趾55】也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呀”，

也起着舒缓句子语气的作用，句末的“蛮’’2【man3l】是在陈述“他不去的这个事实”相当于普通

话中的语气词“吧一，不过普通话中的“吧”还含有征询意见的口气，而“蛮’’2【m锄31】没有这

种含义。例(3)的“哦”【031】同例(1)和例(2)用法意义相当，旬末的“唠”【n；lu31】表示

一个新的状态的开始，用法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但“了”还可以用作时态助词。

绵阳方言中的语气词具体在句子中表达什么语气，往往还需要特定的语言环境和声调来

决定。同普通话一样，绵阳方言语气词也存在着音变现象，由于汉语词汇不断的演变和发展，

表达同一个语气的语气词在不同区域或人群中会有不同的发音：另外，意义和用法相同的语

气词可能会有不同的汉字书写形式，这些情况都是由于语气词作为虚词，而具有的特点。

七、研究方法

本论文是从共时角度对绵阳方言语气词进行的研究，没有追述其的来源以及演变的历史，

没有对其语音的演变做更多的描述。本文主要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与普通话和成都方言中

的语气词做了比较研究，找出了它们的异同，揭示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特点规律。本文采用大

量语言事实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特点和规律，加以说明和证实。本文所描述之绵阳方言语气

词均为绵阳市区通行之语气词。本文对所研究的绵阳方言语气词采用逐个分述研究的方法，

描述其具体使用的情况，真实的再现了绵阳方言语气词使用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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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绵阳方言疑问语气词研究

第一节绵阳方言疑问语气词综述

虽然，绵阳方言的疑问语气词的语音和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但在表达句子的疑问功能和意

义上与普通话的疑问语气词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同四川其它地区方言的疑问语气词也存

在着类似的地方。可以通过以下的一些例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试比较：

(1)吃饭吗?

(2)吃饭嘛【ma21】?(成都方言的疑问语气词)

(3)吃饭吧lDa55】?(绵阳方言的疑问语气词)

(4)怎么回事呢?

(5)咋个的睐【n∞55】怎么了?(成都方言的疑问语气词)

(6)【咖A31】子唠[nau31】怎么了?(绵阳方言的疑问语气词)

通过以上的例句不难看出，不论是普通话还是方言，这些疑问句末的疑问语气词要么传

递疑问信息、要么加强句子的疑问语气。如普通话中的“吗一、成都方言中的“嘛一、绵阳方

言中的“吧”l在上面的例句中都起着传递疑问信息的作用；普通话中的“呢”、成都方言中

的“睐一和绵阳方言的“唠一都起着加强句子疑问语气的作用。例(6)的【咖A31】很有可能是

绵阳方言中“做”【讲1】和“啥”【沁1】的合音。
我们都知道一个句子要表达疑问，除了借助一些特殊的疑问语气词外，还常常借助语调、

语气副词和疑问代词的配合使用才能很好的表达句子的疑问语气。在普通话中旬子疑问语气

的表达常常就是这几种手段的综合使用，通过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句子的疑问语气往往能

够得到很好的表达。甚至，在普通话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疑问句表示了祈使的目的，

但因为使用了语调也还属于疑问句1。在口语中用升调来读的话就具有疑问语气；在书面语里

用上一个问号，也能表示疑问的语气。当然，在实际的交流中表达疑问语气主要还是依靠语

调。而同普通话不一样，绵阳方言中的句子从口语中表达出来几乎没有升调，如果不在旬末

加上疑问语气词和借助特定的语言环境，是不太容易判断这句话是否具有疑问意义的。下面

用几个例句加以说明。试比较：

(7)你晚上回来吃饭

(8)你晚上回来吃饭／

(9)你晚上回来吃饭啵，h∥5】吗?

(10)你晚上回来吃饭吧l匝a55】吗?

例(7)中的这个句子普通话和绵阳方言都这样说，如无问号的话，从书面表达形式来看

就很有可能是一个陈述句。例(8)由于普通话加上升调，在口语中这个句子就有了疑问意义，

1张斌．‘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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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绵阳方言口语中的语句一般不读升调，而常读降调，如没疑问语气词或借助特定的语言环

境就不好判断语句是否具有疑问意义。例(9)中的啵，【p055】和例(10)中的吧l【pa55】是具有

传递疑问信息的语气词，对整个句子表达疑问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里普通话和绵阳

方言的这种差异主要局限于一般疑问旬中的特指问句和是非问旬中，在没有疑问代词、疑问

副词的情况下才成立。如果有了疑问代词或疑问副词的话，绵阳方言就是不读升调也能表达

疑问。如：

(11)他是那个谁?

(12)你在做啥子什么?

(13)未必难道你不想上学啊?

例(11)和例(12)有疑问代词“那个”和“啥子”所以句子就具有疑问意义。例(13)

有疑问副词“未必”表达疑问语气，这里的“未必”是难道的意思，不是普通话中的否定词。

句末的“啊”起加强质问的作用，不影响句子整个疑问语气的表达。

绵阳方言的疑问语气词主要用于疑问句中的是非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和特指问句

四个具体的小类之中，在不同的具体的疑问句小类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如：

(14)今天中午，午饭吃啥子什么蛮2【m觚31】呀?

(15)老王，你买这门【In钮55】这么多钉钉钉子做啥什么喃【nan55】呀?

(16)小张，这架辆自行车是你的蛮l【m趾55】吗?

(17)我们明天12点钟搭乘车去峨眉山，诰【kau3l】是不是?

(18)连他都要去，那我喃【n；m55】呢?

(19)既然都喊叫他来了，那还要我做啥子什么“喃”【n锄55】呀?

以上的例(14)、例(15)是绵阳方言中的疑问语气词用于特指问旬，要求听话者做出具

体的回答，例(14)可以回答“吃鱼”或“吃鸡”，例(15)可以回答干一样具体的事情。例

(·16)例(17)是绵阳方言中的疑问语气词用于是非问句，要求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例

(16)例(17)只需回答“是一与“不是一即可。例(18)例(19)属于绵阳方言中的疑

问语气词用于正反问句，加强反问的语气，不要求听话人做出回答，且全句含有说话人不满

或责难的语气。

综上所述，绵阳方言的疑问语气词也要遵循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现代汉语的一般语

法规则，不能脱离这个大圈子，当然，如同前言里所提到的那样，绵阳方言作为一种局部地

区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毕竟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这也是哲学上常讲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

性原理在语言应用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对绵阳方言语气词(包括疑问语气词)的描写都会

遵循“求同存异”这一基本规则的。

第二节绵阳方言疑问语气词的分述

一、叁【san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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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鼢n55】是绵阳方言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语气词，很有可能是取四川话中。是”【s131】的

声母和“啊”【a55】的发音，组合演变而成。“叁”【san55】在绵阳方言中可以表示多种不同的语

气，在本节我们只讨论其作为疑问语气词时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它的一些具体用法。在一些方

言作品里“叁一曲n55】又被写作“撒”、“萨”、“啥一等

(一) “叁”脚n55】可用于特指问旬末尾，要求听话人对说话人的具体问题做出回答，在

句末加上“叁”【s趾55】表示说话人想知道一个究竟，想得到一个确定回答而表现出来的急迫的

心情，增强了说话人的主观语气。如：

(1)这种药究竟要吃好多多少才合适“叁”?

(2)哪又是为啥子什么事情“叁”?

(3)这件事我们到底哪门【m钮55】怎么处理“叁”?

上述三个例子均是用于特指问句末尾，三个句子中的“叁”[s锄55】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呢”、

“呀”，上面的三个例子均可转换成普通话的说法。如：

(4)这种药究竟吃多少才合适呢＼呀?

(5)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呀?

(6)这件事我们到底怎么处理呢＼呀?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绵阳方言中的“叁”[s柚1的意义和用法更加接近于普通话话中的

“呀”，因为“呀一用于特指问旬末也带有说话人急迫的语气，含有急于知道事情结果的心情，

而“呢”用于特指问句末，则少了一份急迫的语气，相对而言更多的是表示一种相对单纯的

疑问语气。

(二) “叁”【s觚”】还可用于选择疑问句中，同样要求听话人做出确切的回答，也具有追

根到底，急于知道答案的急迫语气。如：

(7)你要表个态：到底走不走“叁”?

(8)你和他到底哪个谁去“叁”?

(9)这次选的班长是是小李还是小王“叁”?

这里的“叁一【sa矿5】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啊”、“呀”。爿叁一【s锄55】用在疑问句末起加强疑

问语气的作用，可以使整个句子的意思得到很好的表达，但由于其具有强烈的催促，不满的

语气，在交际中可能会引起听话者的反感，从而有可能导致矛盾的发生，所以，在可能的情

况下，我们在交际场合应尽量避免使用“叁”【s锄”】这个语气词来加强语气。

绵阳方言中的“叁”【S趾55】用于选择闯旬，加强疑问语气的表达的这种用法，类似于成都

方言中的表疑问的语气词“哇”【1la55】，在一些情况下这两个表疑问的语气词可以互换使用。

如：

(10)你要表个态到底走不走“叁”＼哇?

(11)是不是他拿的“叁”＼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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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现在就去吃，还是再等一会儿“叁”、哇?

从以上的三个例旬可以看出，“叁”【san55】和“哇”【lla55】都可用于选择问句末，表达和加

强句子的疑问语气，但二者在表达语气的强弱程度方面不同，“叁”【s锄55】用于选择问句末，

有强烈的催促语气，同时也带有说话人不耐烦的语气，而“哇”【lla55】则语气要平缓的多，在

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对一个具体的事情提出疑问，同时含有向听话人征询意见的语气。

(三)“哇”【u55】还常常用于是非问句，表示有疑而问。如：

(13)小姐，缴养路费哇呀?

(14)你去过日本哇呀?

(15)你后天才到南京去哇呀?

(16)你今天没去上课哇呀?

(四)搿哇”【阻55】也经常用于是非问形式的反问句。如：

(17)你不晓得不知道早点来排队哇?

(18)未必难道你还要逃课哇?

(19)你今天没吃饭哇?说话点一点声音都莫的没有2

同“哇’’【1la55】相比，“叁”【s锄55】一般不能用于是非问句末尾或者用于是非问形式的反问

旬中。因此，例(13)——例(19)中的语气词。哇”【口5】不能用“叁一【s觚55】代替。

(五)“哇”F5】也可以用于特指问句中，同“叁”【s锄55】的意义和用法大致相同，常常
可以互换使用。如前面用于特指问句的例子中的语气词“叁”【鼢n55】可换为“哇”【ua55】。如：

(20)这种药究竟要吃好多多少才合适哇?

(21)哪又是为啥子什么事情哇?

(22)这件事我们到底哪门怎么处理哇?

搿哇”【1la55】和“叁”【s锄55】用于特指问句中的区别也主要是语气强弱的不同，“叁”【s锄55】

用于特指问句末，含有较强烈的催促语气和不耐烦的语气，而“哇”【ua55】则没有“叁”【s孤55】

所特有的这种强烈语气和不耐烦的语气。

“叁”[san55】表示疑问语气时，还类似于成都方言中的表疑问语气词“啥”[s霉55】。“叁”【s锄55】

和“啥”【s∞鲐】都可用在疑问旬末表示疑问语气，都有急于发问、急切等待听话人的回答，表

达出强烈的主观语气。如：

(23)总不能不说话“叁”、啥?

(24)咋个怎么的“叁”＼啥?

(25)你和他到底哪个谁去“叁’’＼啥?

(26)那我们究竟咋个怎么办“叁”＼啥?

上面例子的“叁”【san55】＼“啥”[鼢55】除在发音方面不同之外，在意义和用法上都基本相同，

可能是同一个语气词在不同地区的演变和分化造成的。这里的“啥”【s矿5】也相当于普通话中

的语气词“呢”、“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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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吧l∞a55】

(一)“吧”l匝a55】是绵阳方言中较常用的一个疑问语气词，一般用于是非问句末尾，表示

询问的语气，一般是询问听话者的一些具体情况，如身体、工作、学习等情况，希望听话者

做出具体的回答。如：

(1)你的病好些了吧l?

(2)她的工作找到了吧l?

(3)小王的学习成绩搞上去了吧l?

(4)你吃了饭的吧l?

(5)你要喝口水吧l?

这里的“吧”lⅡ，a55】相当于普通话里的语气词“吗”，。吧”l Da55】用于是非问句末尾有表

示询问的意思，希望对方能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语气比较平缓。例(1)就可以回答“好些了”

或。还是老样子”这一类似的回答。例(2)可以回答“找到了一或“没有找到”。例(3)就可以回

答“搞上去了一或“没有”。例(4)可以回答“吃了”或“没吃一，例(5))可以说“喝”或“不

喝”。

绵阳方言中的表疑问语气词“吧”l西a55】和普通话中的表疑问语气词“吧”虽然在书写形

式上一样，但绝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疑问语气词，它们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

(二)绵阳方言中的表疑问语气词“吧一l∞a55】和普通话的“吧”都可用于疑问句末表示

疑问语气。如：

(6)工厂大概已经停产了吧?

(7)你不介意我再提问几旬吧?

(8)你妈妈还没有回来吧?

(9)他后天来得到吧l?

(10)他身上有那门【m钮55】那么多钱吧l?

虽然绵阳方言中的“吧”l Da55】和普通话的“吧”均可表示疑问，但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

的区别的。绵阳方言中的“吧”l匝a55】只是一种单纯的询问，往往是询问对方的一些具体情况，

本身对对方的情况并不知晓，而且也没有对对方的情况做出自己的推测和判断。普通话中的

。吧”，虽然也是询问对方的情况，但询问语气较弱，在询问对方情况以前，自己已经做出了

一个推测或判断，只是希望对方加以证实。如：

(11)他大概已经回家了吧?

(12)他可能已经出发了吧?

(13)你妈妈还没有去公司吧?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对一种具体的情况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和判断，在普通话中往往为了体

现这种推测和判断的语气，句子中常常用“大概”、“可能”、“或许”等表推测和判断的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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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语气词“吧”连用。在意义方面说话人则根据自己通过一些途径所掌握的情况而做出推测

和判断，至于属实与否便需要听话人做出证实。如：

(14)他大概已经下班了吧?

说话人做出这样的推测和判断可能是：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按常理该下班了；或者是

在下班的这一段时间，他也没有在工作单位等。

(15)她几天都没来上课，大概是生病了吧?

基于他持续的没来上课的情况，而做出的一个假想和判断。

(16)工厂大概已经停产了吧?

基于在市场上没有再看见该厂的商品或者该厂已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开工，而做出的推测

和判断。

绵阳方言的“吧”l匝a55】，则没有普通话中的“吧”那样的推测和判断语气，仅仅是表示

一种单纯的疑问。是比较：

(17)她的工作找到了吧?

(18)她的工作找到起唠【n孤3I】找着了吧l 2

例(17)在问对方的时候，心里面已做出了判断：找到了或者没找到，希望对方加以证

实；而例(18)只是问对方找到工作没有，没有推测和判断的意味。

另外，普通话中的“吧”同绵阳方言中的“吧”l匝a55】不同的是，普通话中的“吧”

除了用于疑问句末表示疑问语气外，还可以用于陈述句和祈使旬末。用在陈述句末尾表示叙

述不是很肯定；用在祈使句末，可以表示请求、命令、劝告和催促的语气，语气略显舒缓。

如：

(19)遮丑，这大概是人类的本能吧。

(20)恐怕他已经到了吧。

(21)该不会是小张来了吧。

普通话中的“吧”还可以在表示列举、选择、让步、容忍时强化延宕的语气。如：

(22)就说小张吧，他从小开始练的。

(23)去吧，又没有时间，不去吧，又有点不甘心。

(24)丢了就丢了吧，以后注意一点就是了。

上面的例子是普通话中的“吧”所特有的用法，绵阳方言中的“吧”l晒a55】一般只能用于

疑问句末，而不用于陈述句和祈使句末。

(三)绵阳方言中的“吧’’l匝a55】和成都方言的“不”h，u21】均可用于疑问旬末，表示询

问的语气。如：

(25)你明天来得到能来不＼吧l? ’

(26)他喊得到能叫那么多人不＼吧!?

(27)后天写得起能写完不＼吧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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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来得能来不＼吧“

但它们在用法上又有一点差别，“不”呐121】只能出现在表是否可能的动结式的疑问句末尾，

而“吧”l西a55】则没有特别的限制，—般用在疑问句末尾，表示询问的语气。如：

(29)你病好些了吧l?

(30)·你病好些了不?

(31)他有那么多钱吧l?

(32)·他有那么多钱不?

其实，以上例(25)至例(28)中的句型极可能是由“来得到来不到一、“来得来不得一这

种类似句型结构简化而来的。黄伯荣在<方言语法类编》中指出“动+得+表结果的形容词或

动词+不”已经成为成都方言口语里经常使用的一种格式。句子末尾的“不一已经虚化，相当

于普通话里的“吗”。

在普通话中，也有用“不”来表示疑问语气的，只是同成都方言中的“不”【pu21】的结构

和来源不同。普通话中的“不”一般是由V+不+V+(N)；ADJ+不+ADJ+(V)两种形

式简化而来的，句子末尾的“不一已经虚化， 其作用相当于语气词。这时的“不”相当于

语气词“吗”。如：

(33)你晚上在家吃不吃饭?

(34)你晚上在家吃饭不?

(35)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36)这件衣服好看不?

普通话的“不”虚化做语气词讲时同绵阳方言中的“吧”l ba55】在用法上和意义上有相同

之处，它们均可用在一般疑问句末尾，表示疑问语气，要求对方做出回答。如：

(37)今天下午去动物园不?

(38)今天下午去脚‘Ie3l】动物园吧l?

(39)这件衣服好看不?

(40)这件衣服好看吧l?

在有些情况下，普通话的“不一同绵阳方言中的“吧”lDa55】在意义上有一点点的区别。

绵阳方言中的“吧”l Da55】只表示单纯的疑问，含有不确定，自己不能做出准确判断的意味，

需要对方做出确切的回答；而普通话中的“不”有时并没有疑问的意味，对客观事物已做出

自己的判断，只是希望对方对自己的判断加以证实或者是对自己的判断做出验证。就以例(39)

为例，说话人极有可能自己认为这件衣服好看，但还是希望对方对自己的判断加以证实或验

证，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话人难以对这件衣服好看与否做出判断，需要对方帮

助做出判断(与绵阳方言中的“吧”lDa55】意义相同)。再以例(40)为例，以“吧”lDa55】作为

旬末疑问语气词时，说话人对衣服的好看与否难以做出判断，希望对方帮助做出判断。例(40)

的“吧”l ba55】并没有自己已经做出判断的那种情况，或者是没有信心或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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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绵阳方言的“吧”l Da55】和普通话的“不”在作疑问语气词时在意义上的一点不同之处。

在前面，谈到了绵阳方言的“吧一l山扩】和成都方言的“不”B)u21】的相同之处，但它们

在意义上也是有区别的，主要还是在于绵阳方言的“吧”l ba55】是表示单纯的疑问，而“不”

解1】暗含说话人自己内心已做出猜测和判断，询问的语气要弱于“吧一l匝a55】，也即是“不”
呐121】的疑问语气要弱于“吧”l pa55】。

三、哨【sau31】

(一)哨【sau31】是绵阳方言中常用的一个语气词，本节只研究其作为疑问语气词的用法。

“哨”【sau31】作为疑问语气词讲时，用在一般疑问句的是非疑问句末尾，表询问，要求对方作

答，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吗”。如：

(1)我们明天要去成都耍哨?

(2)这本书是我的哨?

(3)她天天都上网哨?

(4)你是北京人哨?

“哨”【s肌31】作为疑问语气词使用时，句子往往带有推测的语气。如：

(5)你是重庆人哨?满嘴巴一嘴的重庆话。

(6)你硬是真的不吃了哨?那把筷子放到下。

(7)好久很长时间没看到你了，出去旅游去了哨?

(8)东西不在了哨?

上面例旬中，说话人根据客观情况，做出自己的推测和判断，只是还需要听话人来证实

自己的推测和判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二)“哨”【sau3l】可用于正反问句中的反问句末尾，有增强质问、责备或表达不以为然、

不满意的语气。如：

(9)喊叫不动你了哨?

(10)你还有脸回来哨?

(11)吼啥子什么吼，吼就怕你了哨?

(12)你少来这套，你默到以为我不晓得知道你那些鬼名堂把戏哨?

(三)“哨”【sau31】有时还有突然明白过来的意味，这时“哨一【sau31】表示的疑问语气较弱。

如：

(13)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哨?

(14)今天是周末哨?难怪去看电影的人那门【m锄55】这么多。

(15)原来是这门【m铋55】这样的哨?你那门为啥不早说喃【n弛55】?

例(13)指说话人一直不知道对方是谁，后来才知道，有恍然大悟的意味。例(14)指

说话人开始并不清楚看电影的人为什么多的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周末，大家有了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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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所以看电影的人多。例(15)指不知道缘由，后来由于对方的解释等途径才知道原因。

(四)“哨”【sau31】作为疑问语气词讲时同普通话的“吗一、用法大致相同。“吗”在普通话

中是一个典型的疑问语气词，其主要功能就是突显疑问焦点，强化疑问语气，一般用于是非

问句末。如：

(16)他能原谅我吗?

(17)你会改变注意吗?

(18)今天星期六，对吗?

“吗”还常常用于反问旬末尾，表质问、不满、不屑等语气。如：

(19)难道你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20)你以为少了你就不行吗?

(21)这一切难道还是我的过错吗?

“哨”【sall31】和普通话里的“吗”的不同之处在于，“哨”【s肌3l】用于是非问句末尾，一般疑

问语气较弱，更多的是表示的询问的语气，而且说话人也对当时的客观情况做出了推测和判

断，需听话人对说话人的推测和判断加以证实：搿吗”用于是非问句末，也有询问的语气，但

不一定对客观情况做出推测和判断，它突出的是询问，以及急迫知道答案的心情。
4

普通话中的“吗”可以跟系动词“是”连用构成“是吗”这一组合，表示“是这样的吗”

的意思，其实就是“是这样的吗?”的简称。它就具有典型的疑问语气，而绵阳方言中的“哨”

【s孤3l】如果也用于这一结构“是哨”就没有疑问的语气了，而表示“原来是这样的”这一类的

意思了。

(五)搿哨”【sau31】和普通话的搿呀”意义用法也有相似的地方。“呀”也是普通话中常用的

一个语气词，可以表示多种语气。“呀”可用于反问句末，表示质问、讽刺、不满等意味。如：

(22)打人、骂人这就是你的本事呀?

(23)你还知道回家呀?

(24)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的那些事呀?

“呀”有时用于句末也表示突然明白、恍然大悟的意味。如：

(25)原来这件事是你干的呀?

(26)搞了半天，才是你呀?

(27)这道题原来是这样解的呀?

“呀”还可用在感叹句末，表示强烈的感叹语气，我们这里只讨论它与“哨”【sau31】的用法

的相似之处，其它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六)“哨”【sau3t】用在疑问句末尾主要表示推测的疑问语气，这时句子中不能再出现表推

测的副词。如：

(28)·你恐怕是北京人哨?

(29)·这本书可能是我的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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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你们明天也许要去成都耍哨?

上面的例句都是在绵阳方言中说不通的，“哨"本身虽然是一个疑问语气词，但其自身的

疑问语气并不强，在表示推测的语气时，它对推测的事物的情况有很大的把握，疑问语气很

弱，如果在句中同那些不十分肯定的表推测的副词连用就会产生矛盾。所以，句末用了“哨”

【s硼31】表推测语气，句中就不能再使用表推测的副词了。

四、诰【l【au31】

(一)“诰”嗽一t】用于一般疑问旬末，表询问。疑问语气不是很强烈，主要是表示求得证

实，即说话人对所问的问题已有看法或判断，但不肯定，只是向听话人求证一下。如：

(1)我们明天去公园耍“诰”?

(2)电厂说明天晚黑晚上要停电“诰”?

(3)她晚上要加班“诰”?

(4)她到成都去了“诰”?

(5)你要去吃饭“诰”?

上面的例句中说话人对事物的客观情况做了自己的一个推测，但并不能肯定自己的推测

属实，因此向听话人证实。

(二)“诰”瞰矗1】用于句末，除表示询问外，有时还对听话人起提醒、暗示的作用。换句

话说就是要求听话人按自己的提醒或暗示去做说话人希望去做的事。如：

(6)屋头好热哦诰?

如果说话人是在一间有空调或电扇的房间里，说出这样的话则可能是希望听话人打开空

调或电扇来降下温；如果是在没有空调或电扇的房间里说这样的话则可能是希望听话人打开

窗户让空气流通，或者到户外去(户外可能比室内凉爽)

(7)好像水开了诰?

例(7)有可能是表示说话入希望听话人去往水瓶里去灌水或是去泡茶之类的意思。

当然，这种用法是在特定的语境下，需要双方的心领神会才能实现，一般情况下只是表

示一种不太肯定的询问。

(三)“诰”陋lu31】可以在句子中独立使用，单独作为句子中的一个成分，这时的“诰”瞰lu31】

更具有强烈的、希望听话人答复的语气，“诰一噼一1】在句末与前面的句子用逗号隔开，具有

明显和急迫的提醒作用。如：

(8)今天中午吃鱼，“诰”?

(9)周末有足球赛，“诰”?

(10)她昨天回来的，“诰”?

(11)你明天不上班，“诰”?

上面的例句中，说话人可能已经知道事实的实际情况，只是强烈的、非常急迫的想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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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诰”D【zm31】具有提醒对方做出回答的作用。

“诰”瞰一1】有时为了加强对对方的提醒作用，“诰”陋Iu31】还可以在句末重复使用。如：

(12)小王今天晚黑晚上不上夜班诰?“诰”l?

(13)妈，今天中午吃排骨“诰”?搿诰”l?

(14)明天不上课“诰”?“诰”!?

(15)她不回来唠了“诰”?“诰”!?

(16)她明天九点钟的飞机“诰”?“诰一!?

上面的例子中，说话人急切希望对方做出回答，另外还可能是怕对方没太注意，从而重

复使用，以加强提醒的作用。

(四)“诰’’噼一1】单独用于句末还表示说反话的语气和意味。如：

(17)你硬是真是凶得很嘞，都晓得知道打人唠了嘞，“诰’’l?

(18)你还是晓得知道洗下碗嘞呀，“诰”?

(19)你还是会说话嘞呀，“诰”!?

上面例子中的“诰”陴lu31】单独用于句末都有说反话的意味，例(17)其实隐含着“你以

为打人就是本事吗?一这一类的意思，也就是对听话人说，打人不算本事。例(18)实际上

是表明听话人以前从没有洗过碗。例(19)也是表明听话人以前不太会说话。

(五)“诰”【k孤31】有可能是“该是嗥”D【ai55s131x】这三个字的发音合并而成，在实际交流

中，极有可能是由于语速过快的原因，在发音过程中直接采用了。该是嗥”D【ai55s131x硼31】的

“该”的声母【k】和“嗥一中的韵母【肌】的组合构成噼lu31】这一语音。

但是在绵阳方言中，“该是嗥”D【ai55s131x】的这种说法没有消失，也常常使用到，同时在

绵阳方言中也常说“该是诰”，“该是诰”和“该是嗥”大致是一样的，毕竟“诰”陋m31】很有

可能是从“该是嗥”呦is5s131xau31】合音演变而来的。

“该是诰”用在句末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之类的意思，一般单独用于句

子末，与前面的分句用逗号隔开。如：

(20)他是从成都来的，“该是诰一?

(21)她是在读大学，搿该是诰”?

(22)她明天回来，“该是诰”?

当然，上面例子中的“该是诰”也可以换为“该是嗥一D【ai55s131期u31】。“该是诰”

在一些情况下还常被拆开来使用，构成“该是⋯⋯，诰?一的结构。如：

(23)今天中午饭的排骨该是好吃，“诰”?

(24)这张画该是好看，“诰”?

(25)他该是从成都来的，“诰”?

(26)他该是没去看电影，“诰”?

例句中的“该是⋯⋯，诰?一的结构中几乎可以包括所有的句法成分，“该是⋯⋯，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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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放入介词短语、动宾短语、形容词等成分。但有一点必须注意“该是⋯⋯，诰?”结

构必须放在主语后面才能成立。如：

(27)她该是广州人，“诰”?

(28)·该是她广州人，“诰”?

(29)这杆枝笔该是我的，“诰”?

(30)·该是这杆枝笔我的，“诰”?

“诰”医au31】在普通话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语气词，绵阳方言中的“诰”瞰Iu31】大致相当

于普通话中的“是吗?”、“是不是呀?”、“是不是啊?”或“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六)绵阳方言中的“诰”【k硼3l】与成都方言中的“嘎”【l阻53】、“噱”【s021】、“嘛”【ma2l】

在用法和意义上有相同之处。

1．“诰”D【龇31】和“嗦”【s妒1】都是表示推测的疑问语气词。说话人都有自己的推测和判断，

都要求听话人对此做出证实。如：

(31)你是北京人嗦?

(32)你是北京人“诰”?

(33)你天天都要上网“诰一?

(34)你天天都要上网嗦?

以上例旬中的“诰”啦棚，1】和“嗦’’【S021】都可放在疑问句末表推测的语气，可以互换使

用，不影响句子意思的表达。

2．“诰”阻一1】和“嗦”【s021】都可用在句末表示反问的语气。如：

(35)你脑壳脑袋有包有病嗦?

(36)你脑壳脑袋有包有病诰?

(37)少说点话嘛，不说话怕别人把你当哑巴嗦?

(38)少说点话蛮，不说话怕别人把你当哑巴诰?

(39)少来这套，你默到以为我不晓得知道你那些鬼名堂把戏嗦?

(40)少来这套，你默到以为我不晓得知道你那些鬼名堂把戏诰?

以上例子的“诰”瞰m31】和“嗦”【s021】都用在句末表示反问的语气。不过相比之下“嗦”

[s021】的反问语气要强于“诰”陋lu31】，且“嗦”【s021】带有的不耐烦和不满的语气也强于“诰”

D【硼31】。在许多情况下，“诰”陋lu31】用在句末，更多的是表示说反话，多有讽刺、冷嘲热讽

的意味。如：

(41)你硬是真是聪明的很嘞，诰?这个世上只有你是聪明人l

(42)你还晓得知道回家嘞呀，诰?我还以为你觉得外头比屋头里面好哦!

上面两个例子中的“诰”皿肌31】就明显带有说反话的意味，语气中也透露出说话人对听话

人的不满。但“诰”陋lu31】的这层意思必须要结合当时的语境才能表现出来o．

3．成都方言中的“嗦”【s021】用在旬中，有时有恍然大悟的意味。而“诰”陋Iu31】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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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思的体现。如：

(43)不对号入座嗦?你先不先起先咋怎么不说呢?我们还老打老实很老实等到喊号。

(44)今天是星期天嗦?难怪街上人这么多。

(45)搞半天才是你嗦?

(46)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嗦?

例(43)指说话人老老实实地等着叫号，现在才明白并不对号入座。例(44)指说话人

一直不知道街上人多的原因，后来才明白是周日的缘故。例(45)指最终才搞清听话人是自

己认识的人。例(46)指说话人最终弄清了事情的缘由。这些例子中的“嗦”【s021】的疑问语

气较弱。

4．绵阳方言中的“诰”噼lu31】用在疑问句末，可以同“恐怕”、“好像”、“也许”等表推

测的副词连用，而成都方言的“嗦”【s021】不能与这一类副词连用。如：

(47)她好像回来唠了嘞，诰?

(48)·她好像回来了嗦?

(49)她晚黑晚上可能要加班诰?

(50)·她晚上可能要加班嗦?

(51)她恐怕不得不能回来诰?

(52)·她恐怕不得不能回来嗦?

由于成都方言中的疑问语气词“嗦”【∞21】在表推测语气时，对推测的事物的客观情况把

握性很强，所以句中不能同把握性不强的推测副词连用，否则会使句子的意思产生矛盾。

5．绵阳方言中的“诰”瞰龇31】用在疑问句中，可以与前面的分句隔开单独使用，表示强

烈的询问或提醒，而“嗦”妒1】不这样使用。如：
(53)她明天不到成都去，诰?

(54)·她明天不到成都去，嗦?

(55)她回来唠了嘞，诰?

(56)·她回来了，嗦?

6．成都方言中的“嘛"【ma21】也是表询问的疑问语气词，主要是提出一种推测或征询对方

的意见，“嘛一【ma21】表疑问的程度相对较低，与绵阳方言中的“诰’’陋lu31】相近。如：

(57)你寒假就在家，不得走不会去那里去嘛?

(58)再装点总该够了嘛?

(59)明天再来收麦子要得行嘛?

7．绵阳方言的“诰”【l【踟31】和成都方言中的“嘛”【nla21】也都可以同表推测的副词“恐怕”、

“好像”等连用。如：

(60)他好像是小张嘞，诰?

(61)一桌人喝五瓶啤酒恐怕差不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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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绵阳方言的“诰”【l【叭31】用在疑问旬末，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含有暗示听话人去做某事

的意思，而“嘛”【ma21】没有这种意思。

8．成都方言中的“嘎”D03】，也是一个表询问的语气词，用于疑问旬末有“是这样的吧”

的意思。主要是为自己的看法寻求证实。如：

(62)你是北京人嘎?

(63)你明天去不成嘎?

(64)我们明天到公园去耍嘎?

以上例子的“嘎”D汀3】也表示说话人对事实的一个猜测和判断，并以此询问听话人。有

时“嘎”【|汀3】也有征询意见的语气。如例(63)就有征询明天是否去公园的意思。

9．绵阳方言中的“诰”【kau31】和成都方言中的“嘎”D03】都有对听话人暗示、提醒的作用，

希望听话人按说话人的意图去做某件事。如：

(65)教室太闷了嘎?

(66)你的手机在在响嘎?

例(65)表示说话人在一间门窗紧闭的教室里，那就有可能意味着说话人打开一下门窗，

以便透气。例(66)表示如果在一些严禁噪音的场合下这样说，则是希望听话人能关闭手机。

当然同“诰”啦au311一样，“嘎”D03】具有的这种提醒和暗示作用也需要一定的上下文语境。

10．绵阳方言中的“诰”D【au31】和成都方言中的“嘎”D03】用在疑问旬末都有表示商量的

语气，同时又希望得到允许的意味。如：

(67)后天可以补一天假嘎?

(68)后天可以补一天假诰?

(69)我可以看下你的书嘎?

(70)我可以看下你的书诰?

(71)星期天可以到你家耍嘎?

(72)星期天可以到你家耍诰?

上述的例子都有同听话人商量的口吻，希望征得对方的同意。从句子表达的意义来看，

说话人对征得对方的同意比较有把握。

11．成都方言中的“嘎”陋153】也可以和一些表示推测或猜测的副词连用。如：

(73)明天好像可以补一天假嘎?

(74)穿两件恐怕还是有点冷嘎?

(75)今天晚上可能有世界杯嘎?

12．“嘎”【103】本身的推测语气就较弱，同这些表推测的副词连用，整个句子询问的语气

就得到了加强，更有待于听话人给予证实了。试比较：

(76)今天晚上有世界杯嘎?

(77)今天晚上可能有世界杯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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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我可以坐到前面去嘎?

(79)我好像可以坐到前面去嘎?

从上面的例旬可以看出，“嘎”瞬3】没有同表推测的副词连用时，句子的询问语气要弱于
有这些表推测副词的句子，同时，这些有表示推测的副词的句子有更急迫的，需要得到证实

的语气。如例(76)询问语气较弱，说话人可能已知道晚上有世界杯的比赛，只是不是十分

的确定。例(77)则对晚上是否有世界杯的比赛十分的不确定，亟待对方给与确认。同样例

(78)表示说话人知道多半能够坐到前面去，只是向听话认说明一下。例(79)则不知道能

否坐到前面去，需要征询对方的意见并得到允许。

成都方言中的“嘎”D03】用在句末，只是一个表询问的语气词，在一些语境下兼有提醒

和暗示的作用，这些意义和用法和绵阳方言中的“诰"噼Iu31】都大致相当，只是“诰”陋Lu31】

还可用在句末表示反问，有说反话和讽刺的意味，这些意义和用法“嘎”D岔3】都不具有。如：

(80)你硬是真是聪明的很嘞，诰?

(81)·你硬是真是聪明的很嘞，嘎?

(82)你还晓得知道回来诰?我还以为你觉得外头比屋头里好嘞，诰?

(83)·你还晓得知道回来嘎?我还以为你觉得外头比屋头里好，嘎?

注意上面标·号的句子并不是说句子有错误，只是为了说明“嘎”D岔3】通常不具反话或讽

刺的意味，在成都方言里一般不这样使用。

。五、喃【nan55】

“喃”【n觚驺】是绵阳方言中常用到的一个语气词，在这里研究它作为疑问语气词的用法。

(一)“喃”【n锄55】可用在特指疑问句末，表询问。要求听话人针对具体的问题做出回答。

如：

(1)小鸦，你的棉花喃?

(2)你们明天去成都，那我们好久去什么时候哺?

(3)你好久什么时候回来喃?

有时候，“喃”【l姗55】可以直接用在名词、代词或体词(短语)后，表示询问某名词、代

词或体词(短语)的具体情况或处所。如：

(4)小王喃?我好久很长时间都没看到她唠!

(5)笔喃?你看到没有?

(6)你们都去公园耍，那我喃?

(7)爸爸喃?哪门怎么还没回来喃?

例(4)的“喃”【njm55】表示询问“小王在什么地方?”或“小王现在的具体情况怎么样?一

之类的意思，例(5)表示询问“笔在什么地方?一，例(6)中的“喃”【n孤55】表示“我去哪?”

或“我千什么?”的意味，例(7)中的第一个“喃”[n锄55】是表示询问“爸爸在哪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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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在干什么?”第二个“喃”【njm55】表示一般的疑问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呀”。

(二)“喃”【n锄55】还可用在选择问句中，可以同时用于两个分旬末尾，也可用于第一个分

句末尾或者第二个分句末尾。如：

(8)你去喃，还是我去喃?

(9)中午吃鸡喃，还是吃鱼?

(10)是看电视，还是上网喃?

用在选择问句中的“喃”【n勰55】，没有起到传递疑问信息的作用，选择问句中的“⋯⋯

是⋯⋯还是”、“⋯⋯还是⋯⋯”的结构已经具备了选择疑问的作用，在句中或末尾加上语气词

“喃”【n锄55】只是为了加强疑问语气的表达。

(三)“喃”m锄1还可用于反问末句尾，表示质问、责难的语气。如：

(11)你还回来[眦311子干什么喃!?你莫别回来蛮2呀l?
(12)看啥子什么看!有啥子什么好看的喃!?

(13)你现在才晓得知道急，你以前是搞啥子什么的喃!?

(14)哭啥子什么哭!有啥仟么好哭的喃!?

上面句子中的“喃”【n锄55】都具有强烈的质问和责难语气，表示了说话人强烈的主观语气。

例(11)是对听话人长时间或长期不归的一种不满，用反问的方式责难听话人，例(12)强

烈要求听话人不要再看了，例(13)对听话人以前不着急或不做准备的一种责难，例(14)

是强烈要求听话人不要再哭了，同时，也含有没必要为某事哭或不值得哭的含义。

(四)“喃’’【nan55】的含义和用法和普通话里的语气词“呢”有相似之处。(这里只讨论“喃”

【n锄55】作为疑问语气词时同普通话中的“呢”的比较。)

1．“呢”作为疑问语气词时，可用于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如：

(15)谁是那位不速之客呢?

(16)这个钱包是谁丢的呢?

(17)是你去呢，还是我去呢?

(18)是我去看你呢，还是你来看我呢?

(19)你们为什么不解释呢?

(20)这样的人谁还会同意和她合作呢?

以上例句中的“呢”同绵阳方言中的“喃”【n锄55】用法、意义大致相同，也都可以换成绵

阳方言的说法，这里就不在一一举例了。

2．“呢”同“喃”【nan55】一样，也可以直接跟在一个体词或体词性短语后面，构成一种特

殊的疑问句。主要表达两种功能，一是问该人或物的处所，一种是问情况、现状或者是对策。

如：

(21)车呢?

(22)你的借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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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我们决定弃权了，你呢?

(24)“妈妈明晚有事，不回家吃饭了。一

“我呢?”

例(21)相当于说“车在哪儿?”，例(22)则是表达“你的借条在哪儿”的意思，例

(23)则暗含有“你打算怎么办?”的含义，例(24)表达出“我怎么办，谁管我吃饭呢?一

的意思。

3．“呢”用在疑问句末，还兼有指明焦点的作用，主要是指明疑问焦点。如：

(25)你知道小王是那个地方的人呢?

(26)你知道笔是放在哪个地方的呢?

普通话中的“吗”也可以放在上述例句的末尾，但两者的疑问焦点不同，试比较：

(27)你知道小王是那个地方的人呢?

(28)你知道小王是那个地方的人吗?

(29)你知道笔是放在哪个地方的呢?

(30)你知道笔是放在哪个地方的吗?

例(27)末尾用“呢”主要是指明了疑问点“哪个地方?一，主要强调是在“哪个地方?鬈

例(28)用“吗’’，重点在问“知道不知道?一，例(29)同样是问“笔放在什么地方?”，疑

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一，例(30)的疑问焦点同样是“你知不知道?”。

4．“呢”和“喃”【n锄55】都可用于特指问句，“呢”有指明疑问焦点的作用，而“喃一【nan55】

只用于无需指明疑问焦点的疑问旬中，如果“喃”【n锄邵】用于有几个疑问焦点的句子中，那么

整个句子就将不通。是比较：

(31)你知道老李是哪个地方的人呢?

(32)·你知道老李是哪个地方的人喃?

例(31)的句子中存在两个疑问焦点，一个是“知不知道”，另一个是“哪个地方?一

“喃’’【n觚”】用在例(32)末尾只是强调整个句子的疑问语气，并不指明哪一个是疑问焦

点，而且也不能兼指两个以上的疑问焦点。因此，当句中出现两个以上的疑问焦点时，“喃”

【n锄55】则不能使用在句子的末尾。

六、蛮l【man55】

蛮l【m孤55】是绵阳方言中常用的一个语气词，可表示多种语气，可作为疑问语气词用于句

末，表达不同的疑问语气。

(一)蛮l【m锄55】可用于一般疑问句中的是非问句，表示询问。如：

(1)今天是星期六“蛮”l?

(2)这杆支笔是我的“蛮”I?

(3)你们明天去成都“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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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耍唠不玩了“蛮”l?你们现在都就要走“蛮”l?

上面例句中的蛮l【m觚55】?表示具体的询问，回答一般是肯定或否定两种回答。这里的蛮

l【man55】相当于普通话里的语气词“吗”。

(二)“蛮”l【m锄55】还可用于选择疑问句中。可用于两个分句末尾；也可用于第一个分句

末尾，而后面分句末尾可省略不用。用在选择问旬中的蛮l【m锄55】，不具有传递疑问信息的作

用，+但加强了疑问语气的表达。如：

(5)是骑车“蛮”l，还是走路“蛮”l?

(6)是吃鱼“蛮”l，还是走路“蛮”l?

(7)我去“蛮”l，还是你去?

(8)看电视“蛮"l，还是睡觉?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蛮l【n啪55】用于选择疑问旬中，两个分句末尾都可以加上“蛮”I

【m觚55】来加强疑问的语气；当然，也可以第一个分句末尾加上“蛮”l【m锄55】，后一个分句可

以省略“蛮一l【m孤55】。当然，两个分句末尾都不加上“蛮”l【m粕”】也不会影响句子的疑问

语气的表达。但是如果在选择疑问句中出现“蛮”I【man55】这一个疑问语气词时，第一个分句

中的“蛮”l【man55】不能省略，如果省略了的话句子就说不通。试比较：

(9)·我去，还是你去“蛮”l?

(10)我去“蛮”I，还是你去?

(11)·看电视，还是睡觉“蛮”l?

(12)看电视“蛮”l，还是睡觉?

上面例子中的加·号的句子，在绵阳方言中一般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一旦在选择问句中

出现‘‘蛮"l【man55】这个语气词时，第一个分旬中的“蛮”I【m锄55】是一定不能省略的。这里的

搿蛮”l【m孤55】相当于普通话里的语气词“呢”。

(三)蛮l【m锄55】还可以用于反问句末尾，加强反问的语气。如：

(13)你以为你比她聪明“蛮l?

(14)你以为少了你就不行了“蛮l?

(15)难道你不觉得她有点奇怪“蛮l?

(16)跑啥子跑，鬼撵到来了“蛮l?

上面例子中的“蛮”l[m锄55】?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吗”，“蛮”l【m锄55】用反问旬末，有

加强反问语气的作用，同时也隐含了说话人对听话人的不满或质问的语气。

(四)前面谈到绵阳方言中的“蛮”l【man55】在疑问旬中的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

词“吗”或“呢”，下面谈一下它和“吗”和“呢”在用法意义上的一些联系和区别。

1．“蛮”l【man55】和“呢”都可用于选择问旬，加强句子的疑问语气。“蛮一l【m锄55】还可

用于是非问句，而“呢”一般不用在是非问句末尾。如：

(17)·今天是星期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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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今天是星期六“蛮l?

(19)·这只笔是我的呢?

(20)这杆枝笔是我的“蛮12

(21)·她明天回来呢?

(22)他明天回来“蛮l?

2．普通话中的“昵”可用于特指问句中，但“蛮”l【m觚55】一般不用于特指疑问句中。如：

(23)你怎么不进去说说呢?

(24)·你咋个怎么不进去说说“蛮I?

(25)你还待在这里做什么呢?

(26)·你还待到这儿做啥什么“蛮l?

3“蛮”l【man55】和“呢”都有指明疑问焦点的作用，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是比较：

(27)你晓得老李是哪个地方的人“蛮l?

(28)你知道老李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例(27)旬末的“蛮”l【m觚55】，重在问“知道还是不知道”，而例(28)句末的“呢”则

强调问“什么地方”。可见两者的疑问焦点有所不同。 ∽1

4．“呢”还可以跟在一个体词或体词性短语后面，可以构成一种特殊的疑问句，主要有两

种功用：一是问该人或物的处所，一种是问对策。“蛮”l【Inan55】也可以跟在体词或体词性短语

后，但已丧失疑问功能，只起停顿、提示的作用。试比较：

(29)车呢?

(30)车“蛮"l

(31)你的借条呢?

(32)你的借条“蛮”l

(33)“妈妈明晚有事，不回家吃饭了。一

“我呢”

(34)我“蛮”l

(35)。我们决定弃权了，你呢”

(36)。我们决定弃权了，你蛮l一

例(29)、例(31)用在句子末尾的“呢”相当于在在问“车子在哪个地方?一；“借条在

哪个地方?”，例(33)、例(35)用在句子末尾的“呢”相当于在问“我怎么办?谁管我吃

饭呢?一；“你打算怎么办?”，例(30)、例(32)、例(34)、例(36)中用在句子末尾的“蛮”

l【m锄55】已没有了疑问语气，只起停顿或提示的作用。相当于在说“车嘛，⋯⋯”；“你的借条

嘛，⋯⋯”；“我嘛，⋯⋯”、“我们决定弃权了，你嘛，⋯⋯”。可见，体词或体词性短语后面

加上蛮l【m强55】构成的句子已不再具有疑问语气，而具有陈述语气了。

5．“蛮”l【m锄55】和普通话中的“吗”都可用于是非问句突出疑问焦点，强化疑问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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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37)你喜欢我吗?

(38)你喜欢我“蛮’’l?

(39)你会改变主意吗?

(40)你会改变主意“蛮”l?

(41)你认识她吗?

(42)你认识她“蛮’’l?

6．“蛮”l【m锄55】和普通话中的“吗”都可用于真性疑问，也可用于疑多于问，甚至完全

肯定的假性疑问(即反问)。如：

(43)她也是新来的“蛮”l?

(44)她也是新来的吗?

(45)你以为少了你就不行了“蛮”l?

(46)你以为少了你就不行了吗?

上面例子中，例(43)、例(44)就属于疑问度为百分之百的真性疑问，换句话说就是有

疑而问，例(45)、例(46)是属于没有疑问的假性疑问，换句话说就是无疑而问，主要有反

问和明知故问等形式。

七、蛮2【man31】

“蛮”2[m觚31】是绵阳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语气词，能兼表多种语气，在本节中我

们研究其作为疑问语气词时的使用情况。

(一)“蛮”2【m锄31】可用于特指问句末，表询问或者是反问。句末加上“蛮”2【m锄31】整个

句子的询问语气或反问语气都得到了加强。如：

(1)你好久什么时候回来“蛮”27

(2)她啥子什么事情那门这么恼火“蛮”27

(3)你看我在这儿做点啥子什么好“蛮”27

(4)你咋个怎么不来了“蛮”27

(5)你在搞啥子什么“蛮”27

上述例句中的“蛮”2【man31】都含有说话人强烈的语气，常常表示说话人不耐烦、质问的

口气和非常急迫的心情。

“蛮”2【m锄3l】用于一般疑问句中，表询问。主要是用于提出推测、建议，要求对方加以证

实或者征询对方的意见。如：

(6)你明天在屋头，不得不会走哪里去“蛮”27

(7)明天去“蛮”2，我今天有点事。

(8)你明天来“蛮”2，我在家头家里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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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啥子什么时候回来“蛮”27

例(6)、例(9)末尾的“蛮”2[m锄3l】是表示询问，例(6)的“蛮”2【m觚3l】相当于普通

话中的“吧”，例(9)的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呀"．例(7)、例(8)末尾的“蛮’’2【m锄31】是

说话人对听话人提出建议，疑问语气很弱。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吧”。

(二)“蛮”2【m锄?1】还可用于由特指问旬和选择问旬构成的反问句中，增强说话人的质问

语气。

(10)你是我的领导，还是我的家长“蛮”27一天到晚对我指手划脚的!

(11)你是哑巴，还是聋子“蛮一27哪门怎么不开腔不说话喃!?

上面的例子中的“蛮”2[m锄3I】具有强烈的质问口气，表明了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强烈不满。

。蛮”2【m锄1可用于是非问句末，有加强疑问语气、加强疑问焦点的作用。如：

(12)她是不是回来唠“蛮”27

(13)这次选举，选上的是不是小张“蛮”27

(14)可不可以借我点钱“蛮”27

(15)你是不是要到成都去“蛮”27

上面例句中的“蛮”2【m趾31】是非严格意义上的疑问语气词，不具有传递疑问信息的作用，

“蛮”2【m锄3-】只是指明句中的疑问焦点和加强疑问语气的作用。旬中的疑问语气主要是由“是

不是”、“可不可以一等结构来完成的。

(三)“蛮”2【man31】可用于选择疑问句中，但“蛮”2【m锄3l】不传递疑问信息，疑问语气主

要由“是⋯⋯，还是⋯⋯”等结构来完成，“蛮”2【rn觚31】起到加强疑问语气的作用。“蛮”2【man31】

一般用于选择问旬后一分句末。如：

(16)你看我们是走北京去耍，还是到上海去耍“蛮”27

(17)是骑车去，还是走路去“蛮”27

(18)这次选举选上的是小李，还是小张吗。蛮”27

(四)“蛮”2[man31】和“蛮一1【m锄55】可以在选择疑问旬中连用，一般说来在选择问旬中的

前一分句后可加上疑问语气词“蛮”l【man55】，在后一分句后加上疑问语气词“蛮”2【m锄31】。

如：

(19)你看我们是走去北京去耍“蛮”l，还是到上海去耍“蛮’’27

(20)是骑车去“蛮”l，还是走路去“蛮”2 7

(21)这次选举选上的是小李“蛮”l，还是小张吗“蛮”?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选择问句中的第一个分旬中的“蛮”l【m锄55】的疑问语气要强于第

二个分句中的“蛮”2【m锄3l】。第一个分句中的“蛮一l【man55】具有较强的询问语气；而第二个

分句中的推测和判断的语气比较明显。

搿蛮一2【m锄3l】和“蛮”I[m锄刁也都可同时用于由特指问句和选择问句构成的反问句中，

增强说话人的质问语气。在这种结构的反问句中，第一个分句中一般使用“蛮”I【m锄5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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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分句中一般使用“蛮”2[m锄31】。如：

(22)你是我的领导“蛮”l，还是我的家长“蛮”27一天到晚对我指手画脚的!

(23)你是哑巴“蛮”l，还是聋子“蛮”27哪门怎么不开腔喃!?

这两个例子中的“蛮”2【m觚31】的反问语气要强于“蛮”l【man55】。这里的“蛮”l【man55】

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吗一，“蛮”2【man31】相当子普通话里的“呀”。

(五)绵阳方言中的“蛮”2【m锄3l】的用法与成都方言里的“嘛”【ma21】有相似之处。“嘛”

【ma21】表示疑问程度较低的询问，提出推测或建议，要求对方加以确认或者是征询对方的意见。

如：

(24)表叔可以替我作证。该是真的嘛，表叔?

(25)喊叫个人来你要得嘛?

(26)再装点总该够了嘛?

(27)你明天在家，不得不会走哪里去嘛?

1．“嘛”【ma21】用在一般疑问句末，有希望听话人快点回答的意味，同时也隐含着说话人

急迫的口气。如：

(28)今天晚上吃啥子什么嘛?

(29)你咋个怎么的嘛?

(30)一个月领的到好多多少钱嘛?

(31)你明天去公园还是去动物园嘛?

上面例句中的“嘛”【ma21】用于疑问句末，使问话含有希望快点得到答案的意思。如果句子

末尾没有“嘛”【ma21】，那么就是单纯的疑问了。

2．同“蛮”2【m锄31】一样“嘛”【ma21】也可以用在由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构成的反问句末

尾。如：

(32)你写得这么乱，别人咋个怎么看得清楚嘛? ，

(33)你就是有几个钱，有啥子什么了不起嘛?

(34)我是排了轮子捧了队的，咋个怎么不可以挂号嘛?

(35)你是我的上级喃?还是我的长辈嘛?对我这么歪凶!

上面例子中的“嘛”【ma21】有增强说话人质问口气的作用。

3．“嘛”【ma21】和“蛮”2【m锄1都可用于“V+啥子+N+“嘛”【ma2l】＼“蛮"2【man31】+V一

或者“V+啥子“嘛”[ma21】人“蛮”2【m锄31】+V’’的这种句型结构中，表示强烈的否定语气。

相当于“不(要)+V”。如：

(36)这儿有病人，你们闹啥子什么嘛＼“蛮”2，闹?

(37)她心情不好，你在那儿唱啥子什么歌嘛＼“蛮’’2，唱?

(38)你又不是头一回上台，怕啥子什么嘛＼“蛮”2，怕?

上面例子分别表达“不要闹”、“不要怕”、。不要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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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蛮”2【I眦131】同成都方言中的语气词“啥”【鼢55】都可用于疑问旬末，加强语气，不

过用于疑问句末的“蛮”2【m觚3l】所表的语气没有“啥”【鼢s5】显得强烈，“啥”【s矿5】用于句末

有强烈的催促语气，有急于知道答案的迫切心情，同时也透露出不耐烦的口气。试比较：

(39)这种药究竟吃好多多少才合适啥?

(40)这种药究竟吃好多多少才合适“蛮”27

(41)那我们究竟咋个怎么办啥?

(42)那我们究竟咋个怎么办“蛮”27

上面例句中用“啥”【瞄55】的句子语气显得强烈、急迫，含有催促和不耐烦的口气，而“蛮一

2【m孤3l】的语气与之相比则要缓和一些。

(七)成都方言中的“唼”【矿5】同绵阳方言中的“蛮”2【m锄，1】一样可用于是非问句的疑

问句，有加强疑问语气和疑问焦点的作用。如：

(43)今天晚上吃啥子什么唼?

(44)你看要买好多多少唼?

(45)是骑车皑，还是走路唼?

(46)这么弄行不行唼?

l-“唼”【矿5】也可用在由特指问旬和选择问句构成的反问句中。如：

(47)别人家里死了人，哪个又不伤心唼?

(48)男人家咋个怎么就做不得不能做家务事唼?

(49)你是拣到了金子“唼”陆55】，还是拣到了珠宝?那么高兴。

这里的“唼’’陋55】大致和“蛮”2【man31】的用法相当。“咳”陋55】有一种特殊的表示疑问

语气的用法，它可用在特指问或选择问句的省略结构中，而“蛮”2【Inan31】没有这种特殊的用

法。如：

(50)我的自行车唼?

(51)+我的自行车蛮27

(52)这些不行，那些咳?

(53)啧茎些不行，那些“蛮”27

例(50)是“我的自行车在哪儿吱[矿5】?”的省略，例(52)则是“这些不行那些行不

行唼F5】?一的省略。例(51)、例(53)的例句末尾加上“蛮”2【m锄31】句子已经不具有疑
问语气了，而是转变成了一个具有陈述语气的陈述句了。如例(53)就构成了～个有陈述语

气的陈述句，相当于“这些不行，用那些吧”的意味。

八、啵lp055】

(一)绵阳方言中的啵。“)0”】用在一般疑问句中的是非问句末尾，表询问，啵。乜∥5】的发

音可能是由“不”Ⅱ)u55】和“哦”。【055】发出的合音而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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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到成都去，耍安逸唠了啵l?

(2)你明天回得来啵l?

(3)你吃饭唠了啵。?

(4)你们明天还去啵l?

这里的啵。Ⅱ’055】大致相当于普通话里的疑问语气词“吗”。

一般说来啵。h)055】用在是非问旬末尾都表示有疑而问，其意义和用法类似于成都方言中

“哇”【1矿5】的一些用法。“哇”【lla55】用于是非问旬也表示有疑而问。如：

(5)北京，你去过哇?

(6)你到过成都旅游哇?

(7)你认得到认识她哇?

(8)你还要吃哇?

上面例句末尾的成都方言疑问语气词“哇”【l岔5】，都是表示问话人不知而问，疑问程度

很高。回答都用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哇”【ua55】和“啵”．缸∥5】这种同表有疑而问的用法仅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之类，就以

“哇”【lla55】作为有疑而问时的疑问语气讲时，在这些情况下可用“哇一【lla55】，而不能用“啵”

I呐55】

1．在动词或动词短语前有否定副词时。如：

(9)你还没吃哇?

(10)+你还没吃啵l?

(11)你到成都没耍安逸哇?

(12)·你到成都没耍安逸啵，?

2．“哇”【i5】可以直接放在人称代词后面表示疑问，而“啵一。B∥5】不能这样用。如：

(13)小张哇?等一下，我就来开门。

(14)·小张啵。?等一下，我就来开门。

(15)老李哇?你啥子什么时候回来的哦?

(16)·老李啵l?你啥子什么时候回来的哦?

例(13)中的“哇一[ua55】相当于说“是小张吗?"或“是不是小张啊?”之类的意思，

例(15)中的“哇”F5】相当于说“是老李吗?”或“是不是老李啊?一之类的意思。
3．“哇”【m55】可以同“也一连用，“啵”．呐55】不能。如：

(17)你也是成都来的哇?

(18)·你也是成都来的啵I?

(19)你也要去哇?

(20)·你也要去啵l

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啵’’。呐55】用在是非问句末尾表询问时，希望对方给与明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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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哇”【lla55】只是一个单纯的疑问，且“畦一【ua55】的疑问程度要强于“啵”．Ⅱ'055】。“哇【lla55】

除了用于是非问句外，还可用于选择问句、正反问旬中，这里就不再详细讨论了。

九、啵2曲31】

(一)绵阳方言中的啵2呐31】用于是非问句中，表询问，说话人已有自己的推测和判断，
想知道对方的看法，并希望对方能给自己的看法给予证实。如：

(1)她还回来吃中午饭啵：?都两点过了。

(2)明天要下雨，我们还去郊游啵27

(3)她到家唠了啵27都这门【m卸印么晚唠。

(4)她早上起的来啵27昨晚她睡得那门暗那么迟。

上面的例子中，说话人已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和判断，只是希望得到听话人的证实。这里

的啵2Ⅱ)o 31】疑问语气很弱，实际上，上述句子中的肯定意味要强于疑问的意味。当然，啵2Do

3，】的这种用法要依赖于上下文所提供的语境才能清晰明白地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这些上下文

提供的语境的话，则很有可能是表一般的疑问了。试比较；

(5)明天要下雨，我们还去郊游啵27

(6)我们还去郊游啵27

(7)她还回来吃中午饭啵27都两点过了。

(8)她还回来吃中午饭啵27

上述例子中，例(5)、例(7)表询问，说话人已做出自己的推测和判断，只需加以证实。

例(6)、例(8)只是一般的疑问需对方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例(5)中，说话人知道明

天要下雨，按常理判断，是不大可能在雨天去郊游的，所以做出了可能不会去郊游的判断，

而提出来只是为了让听话人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听取一下别人的看法是否和自己一

致。例(6)只是一个单纯的询问，要求对方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例(7)说话人根据吃

午饭的时间已过推知“她可能不回来吃午饭了一。例(8)同样是表一个单纯的询问。

(二)啵2ⅡⅪ3l】可以同语气词“蛮”2【m锄31】连用，表示急促或不耐烦的口气，急迫地要求

听话人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如：

(9)出来唠了“啵2蛮2”?我都等唠这门【m疗5】么久唠了!

(10)吃饱唠了。啵：蛮2一?没吃饱再吃点“叁”!

(11)要走唠了“啵2蛮2”?紧到一直等你一个人!

(12)明天还来“啵2蛮2”?我还在哪几等你!

“啵”2hⅪ31】、“蛮”2【m锄31】两个表疑问的语气词连用，在普通话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语气

词表示相应的语气。在普通话中“啦”有表示催促语气的意味，但一般却不用于疑问句中，

只有“怎么啦一有表疑问的意思，且有急切询问的意味。

(三)绵阳方言中的“啵”。在'055】和“啵一：h)031】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啵”。B)055】和。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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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031】都可用于是非问旬表示询问。但“啵”。h)055】的疑问程度要高于“啵”2匝031】，而“啵”

：匝031】对自己的推测和判断的肯定程度则要大于“啵”。Ⅱ)055】。

(四)成都方言中的“啥”【s霉55】有类似于绵阳方言中的“啵：匝031】蛮2【m孤31】”的地方，

因为“啥”【蠕55】用于疑问句，也含有非常急迫的语气，急切的想知道答案。如：

(13)这药究竟吃好多才多少合适啥?

(14)你说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啥?

(15)哪我们究竟咋个办怎么办啥?

(16)到底走不走啥?

例句中“啥”【溉55】含有非常急迫和不耐烦的语气，同“啵”：b031】、“蛮”2【m锄31】两个

表疑问的语气词连用时的急迫不耐烦的语气很相近。而在下面两种结构中“啥”【s∞55】和“啵

2Ⅱ)03l】蛮2【m觚3l】”可以互换使用，而不改变它们原来的语气和意义。一是：V+不+V+“啥”

【s矿5】=V+“啵蛮”；二是：(是)+V+还是不+V+“啥”陋55】=V+“啵蛮”。如：

(17)你说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啥”?=你说到底做“啵蛮”。

(18)到底走不走“啥”?=到底走“啵蛮”。

上面两个例句互换使用后，并没有改变其原来的意义和语气，因此，在这一点上两者是

相通的。

十、唠[n卸31】

一般认为普通话中的“了”，在四川话中多半被发为“哆”、“喽”、“唠”等读音，这些

各异的读音也可以认为是“了”在方言中的变体，在绵阳方言中，“了一一般发为“唠”【nau31】

的音，这也意味着作为语气词使用时“了”和“唠”【nau31】有着相同的地方，但它们被放置

于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又有一些不同。先看一下，。唠”【nj一1】作为疑问语气词使用的具体情

况。

(一)“唠一【nau31】可用于特指疑问句中，表询问，疑问程度较高。如：

(1)你咋个怎么唠?看你一天都不高兴的样子。

(2)她【lsuA31】子怎么唠，那门【m卸55】怎么一直在哪儿哭喃?

(3)她哪门【m铋55】怎么“唠”?哪门怎么一直都不说话喃?

这几个例子中的“唠”【n硼?1】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啦”。

(二)“唠"【nau31】用于特指问句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它是专门指称时间是多少的一个

疑问语气词。如：

(4)好久唠?我们该回去唠。

(5)好久唠?球赛开始唠了啵：?

句子中的“好久唠”，并不是普通话中所指的“时间太长了”的意思，而是“什么时间了?”，

好久“唠”【n眦31】。在绵阳方言中是一个固定搭配，在绵阳方言中是问时间的多少，在绵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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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问时间的多少，还可以说成是“好多点唠”、“好多时间唠”等。

普通话中的“了一也可以做语气词讲，但一般不做疑问语气词。另外，“了”除了做语气

词以外，还可以做时态助词。

十一、嗥【xall31】

这也是绵阳方言中较常见的一个表疑问的语气词。

(一)嗥【xau31】可用于一般疑问旬中的是非问句，表询问，且说话人已做出推测和判断，

需对方加以确认。如：

(1)你明天回来嗥?

(2)你星期二去成都嗥7

(3)你把活路活做完了嗥?

(4)你晚上不回来吃饭嗥?

(二)“嗥”【xau31】用于一般疑问句中时，可用标点符号与前面的分句隔开单独使用，用以

加强提醒的作用，句子的疑问语气较弱。如：

(5)你们晚上早点睡，嗥? ；

(6)莫紧到别一直看电视唠啦，嗥?

(7)下午记到记着早点回来吃饭，啤?

(三)“嗥”【x跚31】有时可以表示恍然大悟，突然明白过来的意味。如：

(8)是你嗥?我还以为是哪个谁哦?

(9)今天不上班嗥?你那门【m钮55】怎么不早说喃? 21

例(1)——例(4)中的“嗥”【X孤31】?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吗”，例(5)——例(7)

普通话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普通话语气词。例(8)——例(9)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呀”。

(四)“嗥”岫31】还可用在反问句中，流露出说话人不满的语气。如：
(10)你是老汉爸爸，就该打娃孩子嗥?

(11)你不买票，还有理嗥?

(12)老师就不排队嗥?有这种道理哨吗?

这里的“嗥”【xau31】反问语气较弱，但却流露出对听话人的不满语气。

(五)绵阳方言中的语气词“嗥”陋u31】和“哨”M31】用法有相同的地方。
1．“哨’’【sall31】也可用于一般疑问句中的是非问句，表询问，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和判断，

做出的推测和判断含有不确定的意味，需要加以证实。如：

(13)你不吃饭了哨?

(14)你们星期天去郊游哨?

(15)你把作业做完唠了哨?

2．“哨”【sau31】也可以表示突然醒悟过来的意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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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搞了半天原来才是你哨?

(17)原来是这门【m钮55】样的哨?你咋个为什么不早说喃?

3．“哨”【sau31】有时也可用于句末表示质问，有说反话的意味，也带有说话人不满的语气。

如：

(18)你还晓得知道回来哨?

(19)喊叫不动你唠了哨?

(20)闹啥子什么闹，你声音闹得大就有理哨?

4．“嗥”【xau31】用于一般疑问句中时，可用标点符号与前面的分句隔开单独使用，用于加

强提醒的作用。而“哨”【s踟3l】一般不在句中单独使用。

(六)“嗥”【x孤3·】和成都方言中的疑问语气词“嗦”，“哈”既有用法和意义上的联系又

有区别。

1．“嗦”也是表推测的疑问语气词。如：

(21)你是重庆人“嗦”?满嘴巴一嘴重庆话。

(22)你硬是真的不吃了“嗦”?把筷子放到?

(23)昨晚你不在家，出去耍了的“嗦”?

2．“嗦”也有恍然大悟的意味。如：

(24)今天是星期天“嗦”?难怪人这么多。

(25)今天不上班“嗦”?害得我起来这么早1

3．但“嗦”一般不与前面的句子隔开单独使用。如：

(26)·你是重庆人，“嗦”?

(27)·你要出去，“嗦’’?

4．“哈”同“嗥”【xau31】一样用于一般疑问句末时，可以用标点同前面的分句隔开，单独

使用，起到加强提醒的作用。如：

(28)晚上早点睡，哈?

(29)妈说的话你不要搞忘了忘记了，哈?

(30)小李你明天记到记得把书带来，哈?

这种有停顿的“哈’’语气要明显强于没有停顿的。

5．“哈”也可以表推测和猜度，需要对方加以确认。如：

(31)你是四川人哈?

(32)这块表值一百块钱哈7 ．

与“嗥”【x肌3l】在意义上略有不同的是，用“哈’’的句子在疑问程度上要强于“嗥”【xau31】

的疑问程度，即“哈”是是一种“疑”多于。信”的测度语气。

6．“哈”在表测度语气时，往往可以同“大概”、“好像”、“恐怕”等表推测的副词连用。

而“嗥”[xau31】一般不能与这类副词连用。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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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她大概是成都入哈?

(34)·她大概是成都人嗥?

(35)这件衣服好像是我的哈?

(36)·这件衣服好像是我的嗥?

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就在于两个语气词表疑问语气程度强弱的不同造成的。

“哈”由于疑问语气较强，推测和猜度语气较弱，所以可以和表推测的副词连用。而“嗥”【)【锄31】

的疑问语气较弱，且推测的把握性较大，因此不能与把握性不大的，表推测的副词连用。

十二、唼l【an55】

唼l【锄55】也是绵阳方言中一个较常用的一个疑问语气词，作为表疑问的语气词时，有下

列一些用法。

(一)用于特指问旬末尾，要求听话人针对具体的问题做出回答。如：

(1)你找我有啥子什么事唼l?

(2)你昨天走哪儿去唠了唼l?我找你一天都没有找到。

(3)你咋个为什么就不能做家务唠了咳l?

(4)你那门怎么不说话唠了唼l?

(二)唼l【an55】可用于是非问句末尾。如：

(5)今天是你休息唼l?

(6)这门晚这么迟唠啦，你不回去唼l?

(7)今天是星期六唼l?

这里的“唼”l【觚55】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吗”，用于句末起着传递疑问信息的作用。

(三)唼l【锄55】可用于反问旬末，以加强反问的语气。如：

(8)你以为你是哪个唼l?

(9)你还晓得知道回来唼l?

(10)你考了第一名就了不起唼l?

在反问句末，加上语气词“唼”l【锄55】，明显加强了质问的口气，明显带有对话中所提对

象的不满。

(四)唼I【an55】还可用于选择问句。如：

(11)是你去(唼1)，还是我去咳l?

(12)今天来找我的是小张唼l?还是小李?

(13)中午吃面唼l?还是吃米饭?

这里的唼I[锄55】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呢”．

通过对唼l【锄55】在疑问句中的一些具体使用情况来看，不难发现：在特指问句、正反文

句中，如果有疑问代词时，有“唼”无“唼”整个句子都表达疑问语气，使用吱l【锄55】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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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语气，强调了疑问的焦点。在是非问句中，唼l【锄55】具有传递疑问信息的作用，如果

没有唼l【锄55】句子的疑问语气就不容易表达出来。在选择问句中，由于说话人已经提供了询

问的范围和可供回答选择的若干选择项，所以选择问句可以不使用语气词，也可以使用语气

词1。同样使用唼l【锄55】是为了加强整个句子的疑问语气。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唼”l【锄s5】有时可以单独使用，它在句中并无疑问语气，只是表示

提醒听话者注意的一种口吻。如：

(14)你说他到底做的对不对蛮嘛，唼l?

(15)不就是有些钱蛮，有啥子什么了不起的蛮嘛，唼l?

(16)看啥子什么看，没见过哨吗，唼l?

上面三个例子的“唼”l【孤55】都无疑问语气，例(14)表明上看是在征询一种意见，实际

是自己对自己已有的观点的一种流露。例(15)、例(16)则是表达一种不满的情绪。

十三、吱2[an3l】

(一)唼2【an31】可用于一般疑问句中，表征询对方的意见，略微带有失望与不满。如：

(1)哪好久什么时候去唼27

(2)你好久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唼27

(3)哪我们今天中午吃啥子什么嚷27

(4)你给我说有啥子什么用唼27

例(1)表示先前可能约定了某个时间去某个地方(或去某地干某事)，由于其中一方的

原因变更了原计划，而另一方对此做出的询问，其中包含着失望与不满的情绪，例(2)则是

说话人对听话人迟迟不还钱的举动，而发出的不满的声音，例(3)是对午餐吃什么没有具体

安排，或计划午餐吃的食物的一种变更后，尚无具体安排时发出的一种不满和不耐烦的声音，

例(4)则含有明显的抱怨的语气。这里的“唼”2【觚3l】相当于普通话里的语气词“呀”。

(二)成都方言中的“嘛”【ma21】同“唼”2【an31】一样可用于疑问句中表示不满和失望的语

气。例(1)到例(4)中的“唼一2【锄31】所表示的语气和意义，同“嘛一【ma2l】相当·

十四、哦l【031】

哦。【031】是绵阳方言中常用到的一个语气词。可以作为疑问语气词用于旬末，表达各种疑问

语气。

(一)哦。[0”】可以用于特指问句末尾。如：

(1)你好久什么时候回来哦17

(2)它是做啥子什么的哦l?

(3)你在看啥子什么哦l?

1张斌．‘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46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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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哦．【031】可以用于选择问旬中。如：

(4)是你去(哦)，还是我去哦l?

(5)这次选村长，选的是小李(哦)，还是老王哦l?

(6)回去(哦)，还是再耍会几哦l?

哦．[031】用于选择问句中时可在每个分句末尾加上“哦”。【031】，也可省略其中一个分句末

尾的“哦”．【031】。意义不会有所改变。

(三)“哦”I【031】可用于表推测语气的疑问句末。如：

(7)这次考试她可能通过了“哦”l?

(8)她的病应该好些唠了“哦”l?

(9)他好像又遭被老师批评唠了“哦”l?

“哦”。【031】用在疑问旬末表推测语气时，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呀”；用在选择问句中时

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呀”或“呢”；用在表推测语气的疑问句末时，用法和意义类似于普通话

中的“吧”。

十五、呃【e31】

(一)“呃”F1】可用于特指问句末，带有说话人不耐烦或不满的语气，同时具有探究的

口吻。如：

(1)你好久什么时候回来呃?

(2)你这次奖金发唠好多多少呃?

(3)今天是星期几呃?

(二)“呃”P1】可用于是非问句，

(4)这个书包是不是你的呃?

(5)你今晚回不回来呃?

(6)昨天是不是你打的电话呃?

(三)“呃”【e31】可用于选择问句，

(7)是你去，还是我去呃?

(8)去成都，还是北京呃?

(9)你吃，还是不吃呃?

有催促回答的意味。如：

也含有一种急迫的语气。如：

“呃”矽1】作为疑问语气词讲时，上述几种用法中都包含着一定的催促语气或者有说话人

不耐烦的语气。

(四)“呃”妒1】还可用于反问句末尾，表示强烈的质问语气。带有说话人不满的口气。

如：

(10)你走这门fm知55】这么快搞啥子什么“呃”?

(11)你晓得啥子什么“呃”?晓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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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你们一天都在阴倒背地里说啥子什么“呃”?

例(10)是对听话人走得太快表示出了不满，例(11)是对听话人的质问，实际是说

听话人根本就不知道，例(12)是对听话人背后悄悄议论某事感到不满。

第三节小结

在这一章里简要地介绍了在绵阳方言中一些常见的，使用的比较广泛的一些疑问语气词的

意义和用法，其大体的使用规律也遵循普通话中的疑问语气词的规律。绵阳方言中的疑问语

气词的用法同普通话一样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可以用于特指问句；二是，可用于是非

问句；三是，可用于选择问句；四是，可用于正反问句；在表达疑问语气方面大致有以下的

几个特点：一是表催促、不耐烦的语气；二是，表询问、急迫探究的语气；三是表示质问和

不满的语气；四是有说反话、冷嘲热讽的语气。第一章里分别描述了十五个疑问语气词，对

疑闯信息的传递和加强疑问语气的表达，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或单独用于句末表达疑问语

气，或与疑问代词、疑问副词、声调等手段共同配合使用表达疑问语气。

本章所研究的绵阳方言疑问语气词，既有严格意义上的疑问语气词，也有非严格意义上的

疑问语气词。严格意义上的语气词是构成疑问句的一个重要手段；非严格意义上的疑问语气

词，对于加强疑问语气的表达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都根据大量的语言事实一一对其

做了研究，力图真实再现绵阳绵阳方言疑问语气词的使用原貌。

以上介绍的绵阳方言疑问语气词均是共时的研究。另外，本章对绵阳方言疑问语气词的研

究主要采用比较描写的方法，主要比较对象为普通话中的疑问语气词和成都方言中的疑问语

气词，比较它们的共性和差异，以突显绵阳方言疑问语气词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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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绵阳方言陈述语气词研究

第一节绵阳方言陈述语气词综述

同普通话中的陈述语气词一样，绵阳方言中的陈述语气词一般放在陈述句末，加强陈述

语气的表达，常用的一些陈述语气词有：叁【san55】、着[鼬031】、蛮2【m锄3l】、赞[z锄31】等。如：

(1)你还不晓得知道啊?她出国去了“赞一。

(2)你们先吃到“蛮”2，我等会儿再吃。

(3)你先等会几着，我马上就出来。

(4)钱给够唠了的叁。

例(1)中的“赞”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呀一，例(2)中的“蛮”2，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吧一，

例(3)中的“着一也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吧一，例(4)中的“叁”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呀”

绵阳方言中的陈述语气词不仅同普通话中的陈述语气词在意义和用法上有类似之处，同时和

具有代表性的成都方言中的陈述语气词也有相似之处。如在绵阳方言中，陈述句中常用语气

词“蛮”2【m锄3l】来确认事实、提醒对方注意；在成都方言中，表示相同的用法常用语气词“嘛劳

【ma21】。如：

(5)把书还给我嘛。

(6)把书还给我“蛮一2。

(7)我早就给你讲了，车子要锁好得嘛。

(8)我早就给你讲唠的“赞”D姗31】，车子要锁好赞“蛮”2。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同普通话相比，还是同，同属西南官话的成都方言相比

较，绵阳方言的陈述语气词在意义和用法上同它们相比都有相似的地方，只是语气词本身经

过演变，具有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地域特点。

第二节绵阳方言陈述语气词的分述

一、叁[san55】

(一)“叁”【san55】这个语气词是绵阳方言中一个较常见的表陈述语气的语气词，用在陈述

句末尾，表示确认一个事实或一个事理，含有这个事实或事理是显而易见的意味。如：

(1)奖金发唠了的“叁”。

(2)活倒总比死唠了好“叁”。

(3)你不要这门【In锄55】这么大惊小怪的“叁”。

(4)我昨天问过她，这是不可能的“叁”。

例句中陈述句末尾用“叁”表示说话人认为事实、事理明明白白，不应该有其它想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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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的意思。如例(1)隐含“你为什么说没法奖金呢?一或“你都发奖金了，还说没有钱一

之类的意思，例(2)是强调“活比死好”这一明显的事实，例(3)隐含着“这件事很平常，

司空见惯，何必大惊小怪呢?”的意思，例(4)隐含“我昨天问过他这件事，不是你说的那

样’’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之类的意思。

(二)“叁”【s锄弱】用于陈述旬末，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感情色彩，语气较为急促和强烈，隐

含着说话人不耐烦，略带质问的语气。试比较：

(5)奖金发唠了的。

(6)奖金发唠了的“叁”。

(7)残废比死好。

(8)残废比死好“叁”。

例(5)只是陈述“奖金是发了的”这一事实，不带有任何的主观感情色彩，例(6)则

暗含“有人说没发奖金静，而在句末加上“叁”，不光陈述奖金是发了的这一事实，同时含有

质问的语气“谁说没法奖金，奖金明明是发了的。一。例(7)是陈述。残废比死好”这一公认

的事实。而例(8)除说明“残废比死好”这一事实外，还隐含“你应该知足了，虽然残废了

但却活着，还有什么好抱怨的。”之类质问对方的意思。

(三)“叁”【san55】用作陈述语气词时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啊”、“呀一，如上面的一些

例子均可换为普通话的说法。如：

(9)奖金是发了的呀／啊。

一(10)残废总比死好呀／啊。

(11)你不要这样大惊小怪呀／啊。

上面例(9)、例(10)、例(11)末尾的“啊”或“呀”在普通话陈述句末尾的用法同样是

确认事实或事理，带有一定的说话者的主观感情色彩。

二、蛮2耐1】
“蛮”2【man31】是绵阳方言口语中使用得较为普遍的一个语气词，它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

语气，本节将研究它作为陈述语气词时的意义和用法。

(一)“蛮”2【m觚3l】作为陈述语气词使用时，用于陈述句中，表示本来如此或是显而易见

的意思。如：

(1)看他那个样子，总是可能是个当官的“蛮”2。

(2)是蛮2，我也是这门【m铋55】这么说的

(3)他那门[I∞n55】那么早就出门，总是可能赶到赶着上班去“蛮’’2。

(4)既然它是当官的蛮l嘛，那些事情就该他做“蛮一2。

例子中的“蛮”2用于陈述句中，表示事实本该如此。如例(2)、例(4)；例(1)、例(3)

同表推测的词语连用，虽然整个陈述旬含有一定的推测意味，但“蛮”2。仍表示说话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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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推测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蛮”2【m锄31】作为陈述语气词，用于陈述句时，常同副词“本来”、“明明”、“总是”

等连用，有时同助动词“该一等配合使用。如：

(5)他本来就是没去“蛮"2。

(6)这件事明明就是他做的“蛮”2．

(7)她好久好长时间没来上班唠，总是可能生病唠“蛮’’2。

(8)当官的是该以身作则“蛮一2。

“蛮一2【m孤31】做陈述语气词的这种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呀一或“吗”。

(三)绵阳方言中的“蛮”2[m觚31】作为陈述语气词使用时，同成都方言中的表陈述的语

气词“啥”豳e55】用法有相同之处，两者都可用于陈述句末，表示确认事实或事理，含有事实

或事理显而易见的意思。但两者在意义和用法上又有不同。“啥1s矿5】的语气要比“蛮”2【m锄31】

强烈，同时还含有不耐烦、质问和催促的语气。另外，两者的分布不完全一样，“蛮”2【m锄31】

可用于句中的词或短语之后表停顿或列举，“啥”D％55】就不能这样使用。试比较：

(9)你今天考试，考了哪几门“蛮”27

——考了语文蛮2、数学“蛮”2、，还有日语“蛮一2。

(10)·你今天考试，考了哪几门“蛮”27

——考了语文啥、数学啥、还有日语啥。

(11)你们要吃些啥子什么?

——肉片“蛮”2、鱼“蛮”2、虾子“蛮”2。

(12)·你们要吃些啥子什么?

——肉片啥、鱼啥、虾子啥。

注：例(9)、例(10)中疑问句中的哪个“蛮一2，是疑问语气词，其它的“蛮”2均是陈

述语气词。

三、蛮l耐5】
(一)“蛮”l【man55】用于陈述句的情况并不多见，在绵阳方言中，“蛮”l【m锄舒】作为陈述

语气词时，一般用在陈述句中的代词后表示停顿。如：

(1)你们先去倒“蛮”2，我‘‘蛮”l等会几就来。

(2)你“蛮”l，就不要再抱怨唠了，一人少说一句啥。

(3)你莫别着急，她“蛮”l，等会儿就晓得回来。

(二)“蛮”l【m锄55】也可用于表人称的专有名词后，表示停顿。如：

(4)你们先去倒起，小李“蛮"I，过会儿就来了。

(5)小张“蛮一l是这门【m钮55】这么一个人，你就莫别跟他计较唠。

(6)小王“蛮”l，人还是挺好的“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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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蛮”l【man55】也可直接跟在一般名词后面，表示停顿。如：

(7)钱“蛮”l’你还是节约倒点用节约着用蛮2。

(8)衣服“蛮”l，你先装倒包包后【xou31】头包里面“蛮”2。

(9)饭“蛮”l，你多吃点“蛮”2。

(10)学费“蛮”l，我们再想办法给你凑“蛮”2。

(四)“蛮”l【man55】还可用于短语后，表示停顿。如；

(11)那些事情“蛮”l，我们以后再说。

(12)打人“蛮”l，是不对“叁”。

(13)说话“蛮”l，还是要注意倒点“叁”。

(14)天冷“蛮”1，就多穿点衣服“蛮”2。

上面例句中的这些“蛮’’l【mans5】的用法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呀”、“嘛”，普通话中

的语气词“呀”、“嘛”也可也可用于代词、名词或短语后表示停顿。不同的是普通话中的“嘛”、

“呀”还可以列举多项事物，而“蛮”l没有这种用法。试着比较；

(15)这次去郊游的有小张嘛、小李嘛、小王嘛，还有小陈。

(16)啧茎次去郊游的有小张蛮l、小李“蛮”l、小王蛮l，还有小陈。

(五)“蛮”l【man55】同成都方言中的“嘛”【ma21】用法有相同之处，“嘛”【ma21】也可以用

在名词或短语之后，表示停顿。如：

(17)这道题嘛，我也解不来。

(18)这个问题嘛，以后再说。

(19)这本书嘛，我以后再买。

“蛮”l【manss】和“嘛”【ma21】的不同点就在于，“嘛”【ma2l】可以放于多个名词后，表示列

举，而“蛮’’l【man55】不能这样用，如果“蛮一l[m锄55】放在多个并列的名词后，就没有停顿和

列举的意味了，反而具有了疑问语气，成为了一个疑问语气词。比较：

(20)考哪几门?

——考政治嘛、外语嘛、还有三门专业课。

(21)·考哪几门?

——考政治“蛮”l、外语“蛮”l、还有三门专业课。

例(20)中的“嘛”是列举多个事实，说明要考政治、外语等课程，例(21)中的“蛮”

l【m锄55】放在多个并列的名词后就不再表示列举，而暗含考政治吗?考外语吗?的疑问了。

四、赞【zan31】

“赞”【z锄31】是绵阳方言中用的较为普遍的一个陈述语气词，多用在陈述句中表达陈述语

气。

(一)“赞”【瑚31】用于陈述旬末，是为了说明一个事实，表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理。同时

46



第三章绵阳方言陈述语气词研究

还隐含着说话人略带惊诧的语气。如：

(1)你找小王啊?她出差唠了“赞”。

(2)你还没去啊?车子都走唠了“赞”。

(3)你还不搞快点啊?会都开始唠了“赞”。

(4)这栋楼是黄胖子修的“赞”。

例(1)表示对听话人找小王感到有点意外，原以为听话人知道小王出差去了。例(2)表

示说话人原以为听话人上了车，而实际上却还没有。例(3)暗含说话人以为听话人动作已经

加快，能赶上会议，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例(4)是指说话人原以为听话人知道楼是谁修的，

但实际上听话人不知道。

(二)“赞’’【z锄31】用于陈述句末，还有提醒、否定对方所述，并强调事实的语气。如：

(5)“我好久很长时间都没吃肉唠!一

——“我昨天还看到你买了肉的“赞”。

(6)“她到成都去了。”

——“哪说的?我今天还在街上看到她赞。”

(7)“她好像到广州打工去了。一

——“乱说1人家还在念书赞。”

例(5)表示对所述“我好久都没吃肉”这个说法的一个否定，原因是昨天还看到说话人

在买肉，同时强调说话人最近应该吃了肉的。例(6)是否定“她到成都去了”这一说法，而

是强调她没去成都这一事实。同样例(7)也是否定了“她到广州打工一这一说法，而是强调

她还在读书这一事实。

(三)搿赞”【z锄31】作为陈述语气词在绵阳方言中的使用方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

词“呀一。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呀”也有类似于。赞”【跚31】的使用情况。
“呀”用于陈述句也可以说明事实，表示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也略带有说话人吃惊的语气。

如：

(8)你找张梅啊?她出差了呀!

(9)画是你画得呀!?

(10)都11点了他还没出发呀!

例(8)表示对听话人不知道张梅出差感到有点惊讶。例(9)对这幅画是听话人画的，感

到吃惊。例(10)表示原以为听话人已经出发，而实际上还没有出发的事实而感到意外。

“赞”【z锄31】在绵阳方言中作为陈述语气词的这些意义和用法在成都方言中没有与之相对应

的语气词。

五、嘞1【ne55】

“嘞一l【ne55】是绵阳方言中常用的一个用在陈述旬中的陈述语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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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嘞”。【ne55】用于陈述句末，用以说明一个事实或事理。如：

(1)她昨天回家去唠了嘞。。

(2)那家店关门了，只有明天再去唠了嘞，。

(3)路遭被冲垮唠了嘞。。

(二)“嘞”。【ne55】可用于陈述句中的词或短语之后表示停顿，有时又有难以做出抉择之意。

如：

(4)吃嘞，肚子又胀，不吃嘞，又饿，你说哪门怎么办哦!

(5)走嘞l，天又黑了，不走嘞。又想回去。

(6)找她嘞l，她不在。找你嘞。，你那阵那会儿也不在。所以只有我自己去了。

例(4)表示对“吃”与“不吃”难于做出决定。例(5)是对。走”与“留一难以做出

选择。例(6)是表示对事物的列举。

搿嘞”。【ne55】的意义和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呢’’。

六、嘞2【nc31】

(一)“嘞”2【ne31】一般用于陈述句末尾，用于说明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并非是人人都知

道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如：

(1)你找李晶哨?她到成都去了嘞2。

(2)他好久很长时间都没读书了嘞2。

(3)老刘把张华告到法庭上去了嘞2。

(4)她跟她妈上街去了嘞2。

上面例句中的“嘞”2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的显而易见的

事实。例(1)是说话人陈述“李晶”去成都的事实，听话人并不知道这一事实。例(2)表

示听话人不知道“他没读书”这一事实。例(3)表示说话人陈述“老刘告张华”这一事实。

例(4)则是说“她跟她妈上街”这一事实。

(二)在一些特殊的语言环境下，“嘞”2【nc31】除了放在陈述旬末尾表陈述事实的语气外，

还略带有说话人对不好事件发生时的一种看客心里或是幸灾乐祸的心里状况。如：

(5)看!她落到沟沟头水沟里头去唠嘞2。

(6)他昨天打麻将又遭输唠输了嘞2。

(7)看“蛮”2 1他龟儿子又遭被打唠嘞2。

(8)我给你说“蛮”2，他又遭被抓到派出所去了嘞2。

上面例子中的“嘞”2【ne31】多少带有说话人充当看客的心里或幸灾乐祸的心里状况。

(三)“嘞”2阻e31】在一些语言环境下用于陈述句末，虽然是陈述一个事实，但有可能不是

向别人说明这一事实，而是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表达出来即自言自语。如：

(9)那个娃儿又长高了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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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的钱又遭拾丢了嘞2。

(11)今天都十五号唠了嘞2。

例(9)表示说话人看到认识的小孩(以前没现在高)长高后自己的看法的一种表达，并

不一定是向别人说明这个事实。例(10)说话人丢了钱后的自言自语，也反映出说话人丢钱

后的一种焦急心态。例(11)是说话人可能在看到日历后的一种自言自语，同时略带感慨时

间流逝过快之意。

(四)“嘞一2妒1】作为陈述语气词的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呢”。“呢”也可用于陈
述句，表陈述语气。如：

(12)收获不小呢。

(13)这是她头一回做菜呢。

(14)他已经回家了呢。

当然，“嘞”2妒1】和“呢”用法相似是局限于两者都能用于陈述句，来强调说明事实或
事理这一范围之类。

(五)“嘞’’2【11e31】还可用于陈述句中的词语或短语后，表示停顿。如：

(15)你嘞2，我也不说你了，自己以后注意倒就行了。 j

(16)这件事嘞2，交给我办就可以了。

(17)莫紧倒别一直说她了，她嘞2，也这门[m钮野】这么大一个人了，她晓得该那门怎样做。

(六)“嘞”2旧1】用于陈述句与成都方言中的“唼”【矿5】用于陈述句中有相似的地方(“唼”
【ae55】在许多方言作品中又被记作“喃”、“吨”等)，两者都可以表示强调一个事实或事理。如：

(18)才说不去吨，电话又来催。

(19)我就是不答应喃，看他把我咋个办。

(20)你硬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唼。

同“蛮”l【m锄55】，用法相似。“唼”陋55】，也可用于陈述句中的词语或短语后，表示停

顿，如：

(21)订车票的事唼，我们就交给他去办了。

(22)生意皑，硬是秋冷清的很，一天卖不倒几个钱。

(七)绵阳方言中的另外一个表陈述语气的语气词“蛮”l【m觚q，也同“嘞”2【ne3l】一样

可用于陈述句中的词语或短语后表示停顿，如例(15)——例(17)句中的“嘞”2【nc31】均可

用“蛮”1【m锄55】替换。如：

(23)你“蛮”l，我也不说你了，自己以后注意倒就行了。

(24)这件事“蛮”l’交给我办就可以了。

(25)莫紧倒别一直说她了，她“蛮”l，也这门【仃啪55】这么大一个人了，她晓得该那门【m钮55】

怎么做。

在这种用法中，“嘞”2【I把31】的语气要比“蛮”l【m觚55】强烈。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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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你嘞2，我也不说你了，自己以后注意倒就行了。

(27)你蛮l，我也不说你了，自己以后注意倒就行了。

例(26)“嘞”2虽是表停顿，但却透露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语重心长，含有强烈的感情

色彩。例(27)则没有这种强烈的感情色彩，只是表示一个单纯的停顿。

七、喃【n锄55】

“喃”【nan55】是绵阳方言中较常用的一个可表多种语气的语气词，在这里研究它作为陈述

语气词时用于陈述句中的用法。

(一)“喃”【n锄55】可用于列举事物或对比举例的陈述句中。如：

(1)王明强喃，不在屋头；李琳喃，在洗衣裳；老王喃，要去看电影，只有我陪你走一

转了。

(2)不请她喃，她又要怄气，请了她喃，她又不来。硬是真是恼火烦的很。

(二)“喃”【n锄55】还可以用于假设分句的句末。如：

(3)她如果要来喃，就喊她来搿蛮一2。

(4)你要是碰倒碰见她喃，就给他说一声嗥。

(三)“喃”【nan55】还可以用在陈述句中某些成分之后，用以突出“喃”之前的语言成分。

如：

(5)其实喃，你的数学成绩比我好的多。

(6)我跑倒跑去买车票，结果，车票喃又卖完了。

(7)我们等他吃饭，她喃，在外面吃了才回来。

“喃’’【nan55】的这种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呢”的一些用法，如上面的句子中的“喃”

在普通话中均可换为“呢”。上面的几个句子用普通话说就是：

(8)王明强呢，不在屋里；李琳呢，在洗衣裳；老王呢，要去看电影，只有我陪你走一

转了。

(9)你要是碰见她呢，就给他说一声。

(10)其实呢，你的数学成绩比我好的多。

“喃”【n锄55】用在陈述句中的词语、短语或分句后的这种用法同成都方言中的语气词“睐”、

绵阳方言中的“蛮”l【man55】、“嘞一l【IIe55】等语气词有相同之处，这里就不在一一赘述了。

八、哦l【03l】

(一)“哦”l【03l】可用于陈述旬末，表示推测、估计。如：

(1)她可能回家去了哦l。

(2)我好像把书还给她了哦l。

(3)那个人好像不是王强明哦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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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怕是买了票的哦1．

搿哦”l【031】的这种用法常同表推测副词配合使用，如同“好像”、“怕”等副词连用。当然，

“哦”l【03l】不同这些表推测的副词配合使用，用在陈述句末尾也能表推测、估计．只是比同

表推测的副词连用时对所作的推测、估计把握性要大些。如：

(5)我可能给你钱了的哦1．

(6)我给你钱了的哦1．

(7)我怕是买了票的哦I。

(8)我买了票的哦l。

例(5)对自己是否给听话人钱，把握性不大。例(6)则有较大的把握。例(7)对自己

是否买票拿不准。例(8)则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是买了票的。

(二)“哦”l【031】还可用在陈述句的词或短语后，表停顿，同时有强调、感叹的意味。

(9)你看他哦1，又生病了哦l!

(10)她哦l，每天都迟到哦l!

(11)吃啥子什么哦l，下饭菜都没的没有。

(三)“哦”l【031】还可用于陈述句中，独立成句，表示醒悟。如：

(12)哦l，原来是这门【m雏55】这么一回事哨!

(13)哦l，我晓得知道了。

(14)哦l，今天是腊月初二嘞!

上面例子中的“哦”l都有突然明白、醒悟过来的意味。

九、哦2[055】

(一)哦2【055】用于陈述句时，表示提醒或告诫。不过当“哦一2【055】用于陈述句时，说话

人所要表达的不光光是陈述旬表面所表达的意思，而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如：

(1)她不在家哦2。

(2)这点钱不够哦2。

(3)要迟到了哦2。

(4)他还没吃饭哦2．

上面例子中的“哦”2【055】表示提醒或告诫，说话人的本意并不仅仅是叙述一个事实，而

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例(1)字面上传递的是“他不在家”的事实，实际上是在提醒“不要

去她家去找她，因为她不在。一。例(2)字面上强调钱可能不够这一事实，实际上要求多带点

钱或多给点钱。。例(3)实际上在催促动作要快点，否则要迟到。例(4)则可能暗示应该请

他吃饭。

(二)绵阳方言中用在陈述旬末尾表陈述语气的语气词“哦”l【03l】和“哦”2【055】都可用在

陈述句中强调说明一个事实或事理，但它们在用法上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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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哦”l【031】用于陈述旬时，有较强烈的猜测语气，陈述句末用上“哦”l【031】时表示说

话人对自己所陈述的事实把握性不是很大。而“哦’’2【055】则对所陈述的事实有十分的把握。

试比较：

(5)她没吃饭哦l。

(6)她没吃饭哦2。

(7)她看过这部电影哦l。

(8)她看过这部电影哦2。

例(5)和例(6)都可以表示“请她吃饭”或“先让她吃点饭”之类的意思，但例(5)

所述“她没吃饭”这一事实属于一种猜测，而例(6)所述的事实极为肯定，相当于说“她还

没有吃饭”。例(7)和例(8)两个句子都可以表示“别给她买票了”或“咱们别去邀请她再

去看这部电影。但例(8)陈述的事实极为肯定，相当于说”她看过这部电影的”，例(7)所

述事实却属于一种猜测，相当于说“她大概看过这部电影吧。”

“哦”l【031】和“哦”2【055】的这种语义差别，决定了它们用法上的不同。当陈述句所表示的

是一种确定无疑的事实时，句末就只能用“哦”2【055】而不能用。哦”l【031】了。

2．另外，“哦”l【031】和“哦”2【055】都可用在陈述句中的词或短语之后，表停顿，但两者所

表语气不一样。试比较：

(9)她的裤子哦l，遭被雨淋湿了。

(10)她的裤子哦2遭被雨淋湿了。

(11)她哦1，每天上课都迟到哦l。

(12)她哦2，每天上课都迟到哦2。

上面的例子虽然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但其中有的是对事实的强调，有的则有另外一层言

下之意。例(9)是强调裤子淋湿了，例(10)也是在说裤子淋湿，但还隐含着“让你去把裤

子收下来”的意思。例(11)强调她每天都迟到的这一事实。例(12)还可能是暗示老师或

家长针对她每天迟到这一情况做出相应的措施。

3．“哦”l【031】和“哦”2【055】也都可单独成句，但所表达意义不一样。试比较：

(13)哦l，我晓得了。

(14)哦2，你这门【In加55】这么做就对了

(15)哦l’你是成都人哨?

(16)哦2，这才是听话的娃儿孩子啥。

例(13)、例(15)有恍然大悟的意味，而例(14)、(16)则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肯定

和赞同。

十、嗷[au31】

(一)“嗷”【时1】可用于陈述句中表示申明、解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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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窗子不是我打烂的嗷，没的我的事嗷。

(2)我没有骂你嗷，你莫别乱说哦。

(3)那本书不是我拿的嗷，是小王拿的。

(二)“嗷”【au31】的这种用法在普通话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语气词，在同属西南官话的成

都方言中，语气词“哈一【xa53】也可用于表示申明、解释的陈述句中。如：

(4)玻璃是他打烂的哈，没得没有我的事哦。

(5)这话我没说过哈，你不要栽倒我脑壳上不要诬陷我。

(三)绵阳方言中的“哦”2【055】同“嗷”【跏31】一样也可用于表示申明、解释的陈述句中，

而且同“嗷”【硼31】一样对所陈述事实或对自己的申明、辩解具有十分肯定的语气。如：

(6)我没有骂你哦2，你莫别乱说哦2。

(7)上次考试，我及格了的哦2。

(8)那本书不是我拿的哦2，是小王拿的。

(四)绵阳方言中用于陈述句的语气词“哦”l【031】同样也可用于表示申明、解释的陈述句，

但对自己的申明、解释缺乏足够的证据，从而使自己的申明或解释没有信心，试着比较：

(9)钱我是还给你了的嗷。

(10)钱我是还给你了的哦l

(11)书我是放倒书柜后【x∞1头里面了的嗷。

(12)书我是放倒书柜后【x‘'u31】头里面了的哦l。

例(9)是非常肯定的说钱是还了的，例(10)有自己也不清楚，钱到底还没的意思，显

得不是很肯定。例(11)是十分肯定，书是放在书柜里的。例(12)则不能肯定是否把书放

在柜子里了。

十一、唠陋lu31】

唠[nau31】是绵阳方言中常用的一个语气词，可用于陈述句末尾，绵阳方言中的“唠”【nau31】

极有可能是普通话中的“了”的语音变体，但用法并不完全同普通话的“了一一样。

(一)“唠”【n：lu31】用于陈述句末尾，用于陈述一个事实或事理。如：

(1)她昨天都回来唠。

(2)她已经回去唠。

(3)到成都的话，要坐三个钟头车去唠。

(二)“唠”【nau31】虽然被看作是搿了一的语音变体，但在上述句子中的“唠”【nau31】同作

为语气词的“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试比较：

(4)他回来了。

(5)他回来唠。

例(4)中的“了”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语气词，而是表示一个动作完成的动态助词。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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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唠”。的用法不仅具有表动作完结的意味，更强调他回来这一事实，而且有表示一种新

的状态的开始。“唠”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啦”。

(三)有时“唠”[nau31】可以和动词“去一组合成一个复合语气词“去唠’’№ie31nau31】，

可用于陈述句中。如：

(6)百货公司开门，要六点去唠。

(7)她一个月的工资要拿好几千去唠。

上述例子中的“去唠”往往表示说话人较强烈的语气，虽然没有“去唠”，句子仍然是一

个陈述句。但语气减弱不少。如果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则可能影响句子的表达效果。

在普通话中有“去了”这一个复合词语，中间可以加入其它成分，但普通话的“去了一

并不是一个语气词，而是一个表动作完成的复合性动词。如：

(8)她上街去了。

(9)她上学去了。

(10)她吃饭去了。

例(7)中的“去了”是两个词，“去”是动词，表示动作行为；搿了”是动态助词表示动

作行为已经完成，或事态有了变化。例(19)“去⋯⋯了一，也是表动作的完结。

绵阳方言中的“去唠”脚ie31nau31】，虽然兼有表示动作完成的意思，但更多的是强调句中

的动作行为，另外，“去唠”除了可以放在动作性的词语后，还可已放在名词、形容词或数量

词语之后，而动词“去了”只能放在动词性词语或短语后。

第三节小结

用于陈述句中的语气词，我们称之为陈述语气词，在这一章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一些在绵

阳方言中一些较为常见的陈述语气词，这些陈述语气词的使用与否虽不从根本上影响整个陈

述旬意思的表达，但用上这些语气词后，对强调句子所陈述事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

些特殊的语言环境下，这些语气词对整个句子的传情达意，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陈述语气词

在旬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强调事实说明事理。同普通话中的用于陈述句中的语气词“呢”、“啊一

等在用法上都大致相同，只是作为方言中的陈述语气词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而已，文中所列举

的陈述语气词均为绵阳方言中通行且常用的陈述语气词。

绵阳方言中用在陈述旬末尾的陈述语气词，可能也为四川其它方言地区所使用。

另外，本章对用法一致，但读音不一致的或有语音变化的陈述语气词也分门别类的做了

分析说明，把它单独归为一类。对相似陈述语气词的比较也是选取较为典型的。本章所述的

陈述语气词，一个陈述语气词表达的陈述语气可能有其它的陈述语气词的意义和用法与之相

似，但作者并未一一列举，并作比较，而只是选取一、两个典型的加以比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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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综述

前面提到绵阳方言作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地方分支，其语法规律则要遵循民族共同语的一

般规律，所以绵阳方言的语法系统与普通话存在着很多一致的地方，绵阳方言中的祈语气词

也要遵循这一规律。

绵阳方言又属于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它的语法部分又同西南官话区的语法存在着一些

相似性，特别是同，同属于四川方言区的具有代表四川话特点的成都方言有很大的一致性，

另外，同四川其他地区以及重庆等方言区的方言也有一些相同点。我们可以看一些不同语言

区的祈使语气词的使用的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如：

(1)快点走呀。

(2)你喝水吧。

(3)快去捞饭!米烂啦!

(4)莫别讲理哟，都是自家人，随便点。(重庆话)

(5)让我看哈儿看一下喃。(重庆话)

(6)你帮我照一下摊摊哈。(重庆话)

(7)请你说大声点嘛。(成都方言)

(8)抓紧时间哕。(成都方言)

(9)不把自行车锁好嘛，要掉哦。(成都方言)

(10)搞快点“蛮”2。(绵阳方言)

(11)你先坐会儿“蛮一2，她等会儿就回来了。(绵阳方言)

(12)这个事情你莫别乱说哦。(绵阳方言)

上面的例子分别是普通话、重庆话、成都方言以及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的使用情况的一

些例子，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句子各有不同，但它们的祈使语气词大致使用方法是差不多的，

归纳起来，主要就是表示请求、建议、命令、禁止和催促等语气的。只是具体的祈使语气词

不同而已。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在另外三种方言中均可找到大致相当的语气词与之对应(除一

些特殊的语气词外)。

当然，绵阳方言中的祈使语气词同重庆和成都方言的祈使语气词也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只是不同的地方同普通话比较可能要少一些。

在本章，主要通过对比分析、辅以语言实例对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的用法和意义做出具

体的分述，对每一个具体的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进行详细的研究。对其特点和规律进行充分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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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的分述

一、蛮2[man31】

“蛮”2[man31】这个语气词是在绵阳方言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语气词，可以表达多种不

同的语气，充当不同的语气词。它可以作为祈使语气词，用于祈使句末，表达祈使语气。

(一)“蛮”2【m蠲31】用于祈使句末，强调商请、建议的语气。如：

(1)请你帮我关一下灯“蛮’’2。

(2)你先抓了茶叶，再倒水“蛮”2。

(3)把书拿给我“蛮”2。

(4)你回来的时候，顺便买点菜回来“蛮”2。

(5)把水递给我一下“蛮”2。

例(1)的“蛮”2是强调请求的语气，前面加上动词“请”强化了请求的语气。例(2)

则有建议的语气，告诉听话人先应做什么，然后再做什么，例(3)是表示请求的语气，前面

没有动词“请”语气显得稍硬，没有使用“请”这一动词显得客气。例(4)强调的是建议的

语气。例(5)同样是表示请求的语气。

(二)“蛮”2【m姐3l】用于祈使旬末，强调商请、建议的语气的这种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

的语气词“吧”。上面的例子转换为普通话中的说法后，为：

(6)请你帮我关一下灯吧。

(7)你先抓了茶叶，再倒水吧。’

(8)把书拿给我吧。

(9)你回来的时候，顺便买点菜回来吧。

(10)把水递给我一下吧。

“蛮也【m觚31】用于祈使句末，强调商请、建议的语气的这种用法也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啊”、

“呀”，绵阳方言中的“蛮”2【m锄31】用在祈使句末，强调商请时“蛮”2【man31】往往略带敦促

的口气。所以，在前面用上敬词“请”时则语气就会显得缓和一些。

普通话中的“吧’’、“呀”用于祈使句末表请求、建议或劝阻时，语气各有不同，一般说

来，用语气词“吧”带有商量的口气，用“呀”略带催促的意味。比较以下的句子：

(11)你喝吧，赵大爷!

(12)你喝呀。赵大爷!

例(11)带有商请的意味，显得非常尊敬和客气。例(2)则明显的有敦促的意味。

在现代汉语中，请求或敦促人家做事总是有商量的余地，语气显得较为客气，一般也可

在前面加上动词“请”，但如无“请”时，对句子的表达也无影响。
’

而绵阳方言中的祈使语气词“蛮’’2【m锄31】在表请求时往往带有敦促的意味，前面加—P请”，

则显得客气尊敬。所以“请”在对于“蛮”2[m觚31】在表请求或叫人做事时，对舒缓语气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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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作用。

(三)“蛮”2【man3l】用于祈使句末还可以表示命令、劝阻的语气，语气显得强硬坚决。如：

(13)你莫别张起嘴巴乱说“蛮’’2．

(14)快去煮饭“蛮”2，肚子都饿了。

(15)喊叫他们走“蛮’’2。

上面例子中的“蛮”2【man31】都有命令或劝阻的语气，但命令中又有敦促的意味；劝阻中

又略含有商议的口吻，但句子主要还是以劝阻命令语气为主。

绵阳方言中的“蛮”2【m锄3l】用于祈使句末表示命令语气的这种用法，在普通话中没有与

之相对应的语气词。在普通话中表命令、禁止的的祈使句一般不大用语气词。如：

(17)快去捞饭!米烂了!

(18)带他们走!

(19)二春，我不准你去。

(20)不许乱说乱动。

在上面的例子中，表禁止的祈使旬前面一般都加上了否定副词“不许”、“不准”等。

(四)搿蛮”2【m觚1用于祈使句末表劝阻语气的这种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

“啦”、“哟”、“吧一等，同绵阳方言中的“蛮”2【ln锄31】一样，这些语气词用在祈使句末表示

劝阻语气时，主要是强调不要某人或劝阻某人做某事。如：

(21)你别挖苦我了吧!

(22)姑娘，别挑错人了哟!

(23)别闭眼，抬起头啊，!

(24)甭提了啦!

(五)绵阳方言中的祈使句也有表禁止一类的，同普通话中表禁止的祈使旬一样带有强制

性，言辞强硬、坚决，且也很少使用语气词，语法结构也很相似。

无论是普通话，还是绵阳方言中，表示禁止的祈使旬和表劝阻的祈使句都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这里以绵阳方言的表劝阻祈使句和表禁止祈使句为例来加以说明。

1．表禁止祈使句和表劝阻祈使句都是要求不要去做某事。如：

(28)不准抽烟(表禁止祈使句)

(29)不准乱砍乱伐(表禁止祈使旬)

(30)莫别动“蛮”2。(表劝阻祈使句)

(31)你莫张起别张着嘴巴嘴乱说“蛮一2。(表劝阻祈使句)

例(28)是要求不吸烟。例(29)是要求不能乱砍乱伐。例(30)是不让动弹。例(31)

则是让不要乱说。

2．表禁止的祈使句后面一般不带语气词，表劝阻的祈使句后面常带上语气词，用于强调劝

阻的语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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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不准你吃饭(表禁止祈使句)

(33)莫别乱说“蛮”2【m锄3l】(表劝阻祈使旬)

3．表禁止祈使句前一般带上否定副词“不准"、“不许”等，而表劝阻祈使句一般前面的否

定副词为“莫”。如：

(34)不准你走。(表禁止祈使句)

(35)你莫别走“蛮”2。(劝阻祈使句)

4．表禁止祈使旬语气，比表劝阻祈使句语气要强烈的多，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带有

极大的强制性。虽然表劝阻的祈使句也是要求不要做某事，但确略带商议或恳求之意， 试比

较：

(36)不准你走。

(37)你莫别走“蛮”2。

例(36)的语气非常强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例(37)是劝阻对方不要走，语气没

有例(36)强硬，且略含恳求、挽留的味道，对方可以拒绝，尚有商量回旋的余地。

5．表禁止祈使句有时没有特定的受众对象，而是针对不定的受众，一般是大家都必须执行

的行为规范；表劝阻祈使句一般都有特定的受众。如：

(38)不准私拉电线。

(39)你莫那门【m钮55】别那样蛮2。

例(38)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提出的，而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例(39)是针对听话对象

“你”而提出的，有特定的受众。(注：禁止祈使句多应用于公共场合的标语牌。)

6．表禁止的祈使句一般在否定副词后跟上一些短语，多省略句子的主语，而表劝阻的祈使

句中常在否定副词前加上句子的主语。如：

(40)不准乱跑乱跳。

(41)你莫别乱球说呃

(六)绵阳方言中的“蛮”2【m粕1用于祈使句中的用法同成都方言中的一些语气词用法相

当。

1．“蛮”2[m锄31】用于祈使句中，表示敦促人家做事时，同成都方言中的“啥”【鼢55】用法

相似，试着比较：

(42)快点走“蛮”2。

(43)快点走啥。

(44)把车子锁好“蛮”2。

(45)把车子锁好啥。
、

(46)你把钱给我“蛮”2。

(47)你把钱给我啥。

上面例子都是敦促某人做某事，成都方言中的“啥”【s毋55】和绵阳方言中的“蛮”2【m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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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强调敦促的语气，但“啥”【s矿5】的语气更为强烈，还带有不耐烦或责备、质问的语气。

2．成都方言中的“哈’’也可用于祈使句中表示请求。如：

(48)麻烦你给我看倒一下看一下自行车哈。

(49)请你等几分钟哈，我马上就转回来。

上面例子中的“哈”均可用绵阳方言中的“蛮”2【m觚31】来替换。

成都方言中的“嘛”也同“蛮一2【m柚3l】一样用于祈使句有催促语气的作用。用在劝阻、

提醒等类的祈使句后，语气可以得到加强。如：

(50)把灯关了嘛，关了睡觉嘛。

(51)说嘛!该说的，咋个怎么又不说了?

(52)不信就试一下嘛，总有一天你要背时倒霉。

上面例子中的“嘛”，均同绵阳方言中的“蛮”2【m锄1用法相似。

二、着【奴的31】

“着”沁u031】也是绵阳方言中较常见的一个用于祈使句末尾的祈使语气词，强调祈使语气．

(一)“着”【奴1031】用于祈使句末尾表示商请或命令的语气，如： ，．．

(1)等会儿“着”，我把饭吃了“着’’。

(2)天还没亮，让我再睡会儿“着一。

(3)让我想一下“着”。

(4)先吃了“着”。

“着”【奴1031】用于祈使句末尾，一般不出现主语，如有说明的需要则可以加上主语。例(1)

是强调请求的语气，有让我先吃完饭再干其它事的意思。例(2)是提出让“我一再睡一会儿

的请求。例(3)是要求让我“再想一下一。例(4)则含有命令的口吻，让听话人把饭吃完再

说的意思。

(二)“着”陋u031】用于祈使句末尾，～般是强调请商请的语气，一般不强调命令类的语气，

如果是强调命令类的语气，多要依靠上下文的语境，或特别的交待说明。如：

(5)“把那盘炒肉片端上来蛮2。”

——“慌啥子慌什么慌，把这盘菜吃了“着’’．

(6)“我想出去耍会儿”

——“把作业做完了“着”。

例(5)的回答是要求把这盘吃完了，再上那盘炒肉片，有命令的口吻。例(6)的回答

则是要求作业做完了才能出去玩的意味。

(三)“着”【咖031】用于祈使句末尾也可以表示劝阻类的语气，但这种情况不常见，在绵阳

方言中，用“着”【姗031】强调劝阻的语气，一般都要说“莫慌着”、“莫忙着”等固定结构用于

劝阻对方现在不要干这件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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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让我先过去蛮2。一

——“莫别慌着”

(8)“让我下一下车蛮2”

——“莫别慌着，车停稳着”

例(1)的回答可能是自己还没过去，要让自己过去了，才能让对方过去，因此，劝阻

对方现在不要过去。例(2)则是说现在不能下去，车必须停稳了才能下去。

“着”C咖031】用于祈使旬末尾表示劝阻类语气的这种用法，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让

某人干某事，而只是暂时的不让某人干某事，从另外的角度看实质上只是延缓对方干某事的

时间。“莫慌着”、“莫忙着”可以用“等一会儿着”、“等会儿着一等结构来代替。如上面的例

(7)、例(8)可换为：

(9)“让我先过去蛮2。”

——“等一会儿着。”

(10)“让我下一下车蛮2”

——“等会儿着，车停稳着。”

“莫慌着’’、“莫忙着”和“等一会儿着”、“等会儿着”虽都有延缓对方干某事的意思，

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莫慌着”、搿莫忙着”更强调现在不能做某事：“等一会儿着”、“等会

儿着”则是强调以后就可以干这件事。

绵阳方言中的“莫慌着”、“莫忙着”和普通话中的“别慌”是有区别的。普通话中的“别

慌”是强调不要慌张、慌乱，而绵阳方言中的“莫慌着”、“莫忙着一是强调现在不要急着去

干某事的含义。所以二者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四)“着”【侮u031】用于祈使旬末尾，除表示命令、商请、劝阻等语气之外，“着”【咖031】

所在的祈使句含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着”有先做某事，然后再接着做某事的含义。如：

(11)吃了饭“着”。

(12)做完作业“着”。

(13)先耍会儿“着”。

例(11)表示先吃饭，吃完饭再干某事。例(12)则是先做作业，做完作业再干某事。

例(13)是要求先玩一会，然后再做其它的事。上面的句子都没有交代前一个动作后，具体

所做的事，这些具体的事则要依赖于具体的语境。如果句子末尾的“着”被去掉，就没有“先

做某事，然后再接着干某事’’的含义了。试着比较：

(14)吃了饭“着”。

(15)吃了饭。

(16)做完作业“着”

(17)做完作业。

例(14)是表达“吃了饭后，再做其它的事”。例(15)只是表示“吃完饭”这一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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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例(16)则是“做完作业后，再干其它的事”。例(17)只是表示做完作业这一动作。

(五)绵阳方言中的“着”【眦03l】用在祈使句末，句子的意思表示“先做完某件事，再接

着干某件事。一这需要具体的语言环境，这一规定是符合绵阳方言的使用习惯的，如果后面出

现具体的“再接着做的事”，就会同前面的“着”相互排斥，因此不能同时出现。换句话说一

旦“着”出现，再接着做的事就必须隐去。如：

(18)你先耍一会几。着”。

(19)·你先耍一会儿“着一，然后再看书。

(20)吃了饭“着”．

(21)·吃了饭“着”，再赶车。

(六)搿着”№u031】用于祈使句末尾，动词一般都要带上时量补语、结果补语或助词“了一，

否则不能成立。如：

(22)吃了饭“着一。

(23)·吃饭“着一。

(24)把帽子带上“着”。

(25)·把帽子带“着”。(句子意思已发生变化)／

(26)穿好衣服“着”。

(27)·穿衣服“着”。

(七)“着”【姗03I】用于祈使旬末尾，动词后加上搿一会儿”、搿会儿”这种特殊的时量短语，

句子也能成立。如：

(28)我先耍一会儿＼厶儿搿着”。

(29)让他先睡会儿“着一。

(30)这个菜先吃一会儿＼厶儿“着”。

(八)搿着”【咖矿1】用于祈使句末尾，如果动词后没带时量补语、结果补语或动态助词“了一，

但动词后所支配的宾语带有数量定语时，旬末也可以用语气词着。如：

(31)“我要出去耍一会儿”

——喝一杯水“着”。

(32)“我要看电视”

——冼写一篇字“着”。

如果句子中所带的宾语前面没有数量定语时，句子一般不成立。如：

(33)我要喝水着。

(34)我要写字着。

绵阳方言中的搿着”在普通话中和成都方言中没有与之用法和意义相当的语气词。

三、呃【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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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e31】是绵阳方言中一个能够表达多种语气的语气词，在本节，我们研究它作为祈使

语气词的用法。

(一)“呃”【e31】用于祈使句末尾，表示命令、禁止类的语气，句子往往带有强制性，言词

强硬、坚决。如：

(1)搞快点走呃，要下雨唠。

(2)让他们去呃，免得在屋头闹得很。

(3)不准闹呃别吵啦电视声音都听不到唠。

上面例子的“呃’’【e31】都强调禁止命令的语气，而且句子都隐含着催促和不耐烦的语气。

(二) “呃”妒1】用于祈使句末尾，可表商请、劝阻的语气。如：

(4)饭还没有熟，你们先到外面去耍会儿呃。

(5)你把那个事情给我们说下呃。

(6)你莫别一天张起嘴张着巴乱说呃。

(7)说呃，你那门怎么不说喃?说“蛮”2呀。

例(4)、例(6)含有商请的语气，例(6)则含有劝阻语气。例(7)用了两个表祈使语

气的语气词，一个是“呃”，请求中含有催促的语气，末尾的“蛮”2则只含有商请的意味。

绵阳方言中的“蛮”2【In锄31】和“呃”【c31】都可用于祈使句末尾，表示祈使语气，但二者

语气色彩略有不同，“呃”矽1】的语气要强于“蛮”2【m锄3l】。祈使旬末尾用“呃”【e31】的句子

多少都带有点催促和不耐烦的语气，而“蛮”2【m姐31】的语气则相对要缓和一些。

“呃”【c31】同成都方言里的表祈使语气词“啥”相比，语气强烈程度又要弱一些，而且用

“啥”的句子里，前面加上敬词“请”的话，则显得是说话人故意说的气话，实际上是一种

非常不礼貌的语气，而非客气的表示。

“呃”【e31】用于祈使句表祈使语气的这种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吧一、“啊一等语

气词的用法。

(三)“呃”【e31】用于祈使旬末尾表示商请时，常在“呃”【e31】前加上副词“一起”表示大

家一起干某事，而动词和干的某件具体的事常被省略。如：

(8)你也要上街吱?那我们一起呃。

(9)你们要去看电影哨?一起呃。

(10)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呃。

例(8)表示。提出大家一起上街的请求。例(9)则是要求一起去看电影的请求。例(10)

则是说回家时，大家一起。从这些例旬不难看出请求一起做的某事，往往在前一分句都有交

待和说明，后面不需要再说明。这个时候的呃，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吧”。

(四)“呃”P1】用于祈使句末尾，可以表示请求对方先把某事停下来再说，稍后再干某事

的含义。如：

(11)莫别忙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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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慢点呃。

(13)莫慌别忙看答案呃。

例(11)、例(12)都是要求对方把某事先停下来再说，具体内容则没说明。例(13)出

现了要求停止的具体内容，意思是：先别看答案，自己思考思考再说。

(五)绵阳方言中的“着”和“呃”都可用于祈使句末，表示现在先不要干某事，以后再

接着干某事的含义。如：

(14)莫慌着=莫慌呃

(15)等会儿着=等会儿呃

但二者的用法又有不同之处。如：

(16)莫慌别慌看答案呃。

(17)·莫慌别慌看答案“着”．

(18)等会儿吃饭呃。

(19)·等会儿吃饭“着一。

从上面四个例子看出“着”只能紧附在表劝阻、请求、延缓类的词语后，中间不能加入

其它成分，而“呃一没有这种位置的限制。而且前面已经提到过“着。一般只出现在“莫慌”、

“莫忙一、“等一会儿”、“等会儿”等副词短语后面，一般不出现在其它副词后。如：

(20)·慢点着

(21)慢点呃。

可见，“呃”【e31】的用法较之“着”要灵活些。·

四、嘞2[m31】

“嘞”2【I一1】是绵阳方言中可用于祈使旬末尾，表祈使语气的语气词。

(一)“嘞”2【ne31】用于祈使旬末尾，表请求、劝阻类的祈使语气，当表商请时，含有强烈

的催促语气，用在劝阻类的祈使句中，则有强硬的劝阻某人别干某事的语气。如：

(1)搞快点嘞，要迟到唠了!

(2)走唠了嘞，天都黑唠了l

(3)你莫别说我唠了嘞。

(4)你们莫别闹嘞。人家在学习。

例(1)、例(2)句子末尾加上“嘞”含有强烈的催促某人干某事的语气。例(3)、例(4)

有强烈的劝阻某人别干某事的语气，近乎于对对方下达命令。在祈使旬末尾加上“嘞”则表

现了说话人极不耐烦的语气。

(二)嘞”2【ne31】用于祈使句末尾，表商请、劝阻类语气时，句中常有副词配合使用。如：

(5)你才莫别说她嘞!

(6)那个人怪的很，你才莫别去惹他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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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头冷得很，你还是莫别出去唠嘞!

上面的例子中，“嘞”2【nc31】常和“莫”、“才”、“还”等副词配合使用。

绵阳方言中的“嘞”2【ne31】用在祈使旬末尾的这种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啦”、“呀”。

如把上面的例子换为普通话中的说法则为：

(8)快点啦，要迟到啦!

(9)你们别闹啦!人家在学习。

(10)那个人很怪，你别去惹他呀!

(11)外面很冷，你还是别出去啦!

前面的章节中谈到的祈使语气词“蛮”、“呃”同“嘞”一样都可以表催促某人干某事的

语气，但三者的语气强弱则不一样，总的说来“蛮”的语气要弱于“呃一，而“呃”的语气又

要明显弱于“嘞”。所以，往往再表催促某人做一件紧迫而又急切的事时，绵阳方言中常用“嘞”

2【ne31】这一个语气词来表敦促语气。

五、嗷【aIu3l】

“嗷”【孤31】可用于祈使句中。表达祈使语气，是绵阳方言中较常用的一个祈使语气词。

(一)“嗷”【au31】可用于祈使句中，表请求或商请的语气，往往含有同对方商量的口气，

语气较为缓和，显得比较客气。如：

(1)回去了嗷，天都要黑了。

(2)搞快点嗷，要赶不上车唠。

(3)等会儿就过来吃饭嗷，饭都煮起唠。

(4)你们莫别出去了嗷，外头风大的很。

(5)睡觉了嗷，都一点过了。

例(1)是请求听话人回家或返回的意思。例(2)是请求听话人动作快一点，含有一点

催促的意味，例(3)是叫对方按时到家来吃饭的意思。例(4)是要求大家不要到外面去，

而提出的建议。例(5)是时间不早了希望对方休息。

(二)“嗷”【au31】可用于表禁止、劝阻的祈使句中，有不让干某事或希望对方不要干某事

的含义。如：

(6)你莫别笑我唠了嗷。

(7)莫别提她唠了嗷。

(8)不准笑嗷。

(9)上课不准说话嗷。

(10)莫别闹唠了嗷，人家还在睡觉。．

句子末尾的“嗷”，都有强调禁止、劝阻的语气。但“嗷”表劝阻、禁止的语气较弱，往

往有希望不要这样、希望对方不要干某事的意味，句子末尾用上“嗷”则含有同对方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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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吻。

(三)“嗷”【孤31】用于祈使句末，表劝阻类的语气时相当于绵阳方言中的另一个祈使语气

词蛮2【m孤31】，在很多时候，用在这类祈使句中的“嗷”可换为蛮2。如：

(11)你莫剐笑我唠了“蛮”2。

(12)莫别提她唠了“蛮”2。

(13)莫别闹唠了。蛮”2，人家还在睡觉。

蛮2【man31】用于旬末，意思为劝阻别人不要干某事，但也有同对方商量的口气，但语气要

强于“嗷’’【孤31】。

二者的用法略有不同，“嗷”【跳31】可用于表禁止类的祈使句末尾，而“蛮”2【man31】一般

不这样用。如：

(14)不准闹嗷。

(15)·不准闹蛮2

(四)“嗷”【au31】用于祈使句中，可以表示提醒、告诫类语气。如：

(16)我走唠了嗷，你们莫别送唠。

(17)出门注意倒点车嗷。

(18)出门的时候，记倒记得把门锁好嗷。

(19)回家的时候，顺便把车子骑回来嗷。

例(16)是提醒对方“我要走了一。例(17)是提醒听话人出门要小心车辆，要注意安全。

例(19)是提醒要把大门锁好。例(19)是提醒回家时把自行车骑回来。

(五)“嗷”【au3-】用于祈使旬表敦促某人干某事时，催促的语气很弱，而商量、请求的语

气较强，很多时候可看作是请求某人做某事，并希望对方遵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如：

(20)你们出去的时候把等关了嗷。

(21)快点嗷，电影都要开始唠。

(22)快点把书拿给我下嗷。

(23)快点去舀饭嗷，饭已经熟了。

上面的例子如果去掉“嗷”【；au31】，句子是单纯的表示敦促某人干某事的含义，但有了句

末语气词“嗷”【孤31】，催促的语气就会减弱很多，而商请的意味则增加了许多。

纵观“嗷”【au31】用于祈使句的这些用法，句子中都含有商请的意味，而其它的语气相对

要弱些，这是绵阳方言中的“嗷”【au31】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的一个特点。

“嗷”【锄31】用于祈使句中，表商请语气时，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吧”，普通话中的“吧”

用在祈使句末往往也带有商量的口气。

(六)“嗷”【锄31】用于祈使句中，表示提醒、告诫类语气时，类似于成都方言中的表祈使

语气的语气词“哟”，在方言作品中，搿哟”又被记着“哕”。材哟”也可用于祈使旬，表示提

醒或告诫。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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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过马路小心点哕。

(25)马上要高考了，偷不得懒哕。

(26)钱过手他就不认的哟。

(27)怕是等不倒这班车I罗。

同是表示提醒或告诫，成都方言中的“哟”的语气要明显强于“嗷"，而且成都方言中的

“哟”用于表示提醒、告诫的句子中时，还含有推测、估计的含义，还常同表推测、估计的

副词配合使用，这一点是“嗷”所不具备的。

六、吱2【an31】

“唼”2【觚311是绵阳方言中一个可以表示多种语气的语气词，在这里我们研究它作为祈使语

气词时，用在祈使句末尾，表祈使语气的用法。

(一)“唼”2【觚31】用于祈使句末，有缓和要求，表示商量的语气。如：

(1)给我借点钱唼：。

(2)你帮我买包方便面唼2。

(3)把你的书借给我看下唼2。

(二)“唼”2【锄31】用于祈使句末，表示商请的语气，有希望某人干某事的含义。如：

(4)你先坐会儿唼2，她马上就回来了。

(5)慌啥子慌什么唼2，再耍会儿嚷2。

(6)明天再过来耍唼2。

(三)“唼”2【锄31】用于祈使旬末，表示敦促的语气，催促语气较弱，如：

(7)快点吃唼2，莫客气。

(8)“等我一下”

——“那你搞快点唼2”。

(9)走快点唼2，店店商店要关门唠。

“唼"2L眦31】用于祈使旬末，表示请求、商量的语气时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吧一；表示

催促语气时类似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呀”、“啊’’。但“唼”2【锄31】表催促的语气要明显弱于

“啊”、“呀’’。

(四)“嚷”2【an31】用于祈使旬末，表示催促语气时，句子中实际隐含了商请、商量的语气，

显得非常客气。如：

(10)搞快点唼，车子要走了。

(11)吃快点唼，饭都要冷了。

例(10)从字面上看是非常直接的催促，实际上隐含着“你可不可以走快一点”这样的

请求，语气比较缓和。例(11)则是“你可以吃快一点吗?一这样的请求。

纵观前面所谈到的几个用于祈使句末的语气词表催促语气时，其语气强弱从低到高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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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为：搿唼”、“嗷”、“蛮一2、“呃”、“嘞”2。“唼”的语气最为缓和，“嘞”2的语气最强

烈，“嘞”2同时还带有很不耐烦的语气。

(五)“唼一2【锄31】用于祈使旬末，表示商请语气时，同“蛮”2、“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它们都可用于句末表示请求，语气都较为缓和、客气。但在意义上，同“蛮”2、“嗷”又有

区别。试比较：

(1)你先坐会儿唼，他马上就回来了。

(2)你先坐会儿“蛮”2，他马上就回来了。

(3)你先坐会儿嗷，他马上就回来了。

(4)吃了饭再走唼。

(5)吃了饭再走“蛮”2。

(6)吃了饭再走嗷。

例(12)中的“唼”是请求对方坐会儿，再等他回来，但是提出这种请求是针对，对方

见“他”不在，而想离开的情况下提出的，可见这种请求是被动情况下提出的。例(13)也

是请求对方坐会儿，再等他回来，但这种请求是出于主人对客人的礼貌，而主动提出的请求。

例(14)同于例(13)的情况，但较之“蛮”2更加主动热情。例(15)是请求对方吃了饭再

离开，提出这种请求也是针对对方还没吃饭，就准备离开时提出的，是一种被动的请求。例

(16)则是主动提出的请求。例(17)也是主动提出的请求，较之例(16)更为主动热情。

总结起来就是“唼”用于祈使句末，用于表商请语气时，当邀请某人做某事时，多半是

出于形势被动提出的邀请，这种邀请多是出于礼节性的需要，并不一定是真心的邀请。而“蛮一

2、“嗷”等语气词用于祈使句末，请求或邀请某人做某事时，则是主动提出的请求，虽也是

出于礼貌，但极有可能是出自内心的真心请求或邀请。

七、哦2【055】

(一)“哦”2【055】用于祈使句表示提醒或告诫的语气。如：

(1)上街的时候注意倒点安全哦2。

(2)马上要考试唠，莫紧倒别一直耍哦2。

(3)天冷了，你要多穿点衣服哦2．

(4)路滑得很，你莫别绊倒摔倒了哦2。

上面的例子都是表示提醒听话人存在某种情况，语气较为强烈。

(二)“哦”2【055】用于祈使句末尾，可以表示请求、劝阻等语气。如：

(5)你等会儿莫别给她说这件事哦2。

(6)外头风大得很，等会儿就莫别出去了哦2。

(7)奠别闹唠哦2。奶娃娃小孩在睡觉。

(8)走快点哦2，要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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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起来哦2，都中午12点唠啦。

上面的例子中，例(5)——例(7)是劝阻听话人不要做某事，不过句子中还隐含着提醒

的口气。例(5)是提醒不要跟她提起这件事。例(6)是提醒听话者不要出去。例(7)是提

醒听话人不要吵闹。例(8)——例(9)句子含有敦促的语气，同时隐含着提醒的口气，往

往要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提醒的原因。例(8)是因为要迟到了，所以提醒要快一点。例(9)

是因为快到中午12点了，本来早该起床了，所以提醒快起床。

“哦”2[055】用于祈使旬中，表提醒的语气贯穿于句子的始终，提醒的语气强于请求、劝

阻等语气。

“哦”2【055】用于祈使句末的这种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啊”、“呀’’。

(三)“哦”2【055】用于祈使句末还可以表示禁止命令类语气。如：

(10)不准随地吐痰哦2。

(11)上课的时候，不准说话哦2。

(13)不准闹哦2。

“哦”2【055】用于祈使句末可以加强禁止、命令类的语气，同时整个句子又贯以提醒告

诫的语气，使听话者随时听从对方或遵守规则。

八、哦l【031】

“哦一。【03l】可用于祈使句末尾表祈使语气，是绵阳方言中会用到的一个祈使语气词。

(一)“哦”l【031】可用于表示请求，劝阻类的祈使句末尾，可以起到加强请求、劝阻的语

气。如：

(1)你脑壳脑袋疼的话，还是去喝道喝一点药哦l。

(2)外头的风这门【m钮55】这么大，你还是莫别出去耍了哦l。

(3)你就莫取笑我了哦，。

(4)电视莫紧倒别一直看，还是早点去睡哦l。

(5)你快莫别提她唠了哦l。

“哦”。【031】用于请求类的祈使句末尾，含有催促某人做某事的意味。例(1)表示敦促对

方去吃药的语气。例(4)是催促听话人赶快去睡觉。“哦”。【031】用于劝阻类语气的祈使句末

尾，有较强烈的劝阻语气。例(2)要求对方不要再出去玩了。例(3)强烈要求对方不要取

笑自己。例(5)强烈要求不要再提她。

(二)“哦”。[031】可用于表命令、禁止类的祈使句末尾，用于强调命令、禁止类的语气。

如；

(6)不准打人哦，。

(7)不准走哦，，把钱给了“着”。

(8)快去煮饭哦。，肚子都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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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上课的时候不准说话哦l。

(三)“哦”。【031】用于祈使句末尾，含有较强烈的语气，透露着不耐烦、不客气的语气，

有时具有很不客气的命令口气。一些骂人的粗话后面，常常跟上“哦一。【031】以强调语气。如：

(10)你给老子滚远点哦l。

(11)你在说球话哦，。

(12)你说老子欠你钱，简直在放屁哦。。

(四)“哦”。【031】用于祈使旬末尾，可以表示猜测、估计的语气。如：

(13)他可能不得来了哦l。

(14)这阵会儿去买肉，可能都卖完了哦。。

(15)雪这门【m卸55】这么大明天可能走不成了哦l。

(16)莫剔等她唠，她可能回去了哦l。

“哦”。【031】表示猜测、估计的语气时，句子中常配合使用“可能一、“也许一等表推测类

的副词，以加强推测、估计的语气。

(五)绵阳方言中的“哦”2【055】也可以用于表禁止、命令、商请、劝阻类的祈使句末尾，

但它同“哦”．【0311不同的是，“哦”2【055】用于祈使句末尾强调的是提醒和告诫，而“哦”。【031】

用于祈使句末尾常常带有的是不耐烦、不客气的语气，两者语气的侧重点不一样。如：

(17)回来的时候买点菜哦。。

(18)回来的时候买点菜哦2。

(19)过马路时小心点哦l。

(20)过马路时小心点哦2。

例(17)是强调家里已经没有菜了，而催促对方买菜。句子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就

是再不买菜就没有菜吃了。例(18)是提醒听话人回来的时候买点菜，嘱咐对方不要忘记。

例(19)有；你过马路不小心，就很可能出事故的含义，同时也透露出说话人不耐烦的语气。

例(20)是提醒听话人过马路时要注意安全。

九、叁[san55】

“叁一【s锄55】也是绵阳方言中用于祈使旬末尾，表祈使语气的祈使语气词。

(一)“叁”【saIl55】用于祈使旬末尾，表示请求、劝阻类的语气。如：

(1)搞快点说叁，都急死人唠了!

(2)走快点叁，要迟到唠了。

(3)你莫别笑我了“叁”。

(4)你就莫别提她了“叁”。

(5)说“叁”，你那门【m锄55】怎么不说喃。

(6)到屋头耍会儿“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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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s锄55】用于祈使句末尾，常含有一种及不耐烦或责备、质问的语气。用于请求类

的祈使句中，表强烈的催促。例(1)、例(2)就强烈催促听话人动作要迅速点。同时含有

不耐烦、不满的语气。用于劝阻类的祈使句有强烈要求听话者不要做某事的意味。例(3)

强烈要求听话人不要取笑说话人。例(4)要求听话人不要提及她。

(二)“叁”【s锄55】用于祈使句末表商请语气时，语气也很不耐烦，往往使听话者感觉不

舒服。如：

(7)这门【I舱n55】这么早回去啊?再耍会儿“叁”。

(8)慌啥子什么?再等会儿“叁”。

(9)这儿有水果，你吃“叁”。

(10)脑壳脑袋疼的话，就去看医生“叁”。

以上例句中的“叁”【s锄”】虽是表商请语气，但却是要求对方遵从自己的意愿做事，会

让听话人感觉又催促和强迫的意味所以会感觉不舒服。这些句子里的商请语气较弱。

“叁”【s锄55】是绵阳方言用于祈使旬末语气最为强烈的一个语气词，含有极强的催促、不

耐烦和不满的语气。“叁”【san55】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呀”。

第三节小结

我们在这一章研究了绵阳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些祈使语气词。绵阳方言中的祈使

语气词遵循现代汉语祈使语气词的一般规律。绵阳方言中的祈使语气词用于祈使句，主要

表示两大类语气，一是，用于祈使句末尾表示命令的、禁止类语气；二是，表商请、劝阻

类语气。大部分绵阳方言中的祈使语气词都能在普通话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语气词，它们

在用法和意义上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再同具有代表性的成都方言相比也有一些相似的地

方，不过作为一个特定的方言区的一种语言现象，绵阳方言中的祈使语气词在一些具体的

方面与它们都有不同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进行描写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章所描写的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主要采用比较描写的方法，采用横向比较的方法，

比较对象主要为普通话和成都方言中的祈使语气词。对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的研究，作者

所采用的语料均出自绵阳方言区人们平常惯用的口语。

本章所描写的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主要是现今绵阳方言中常用的祈使语气词，未对

其来源和演变情况做出说明，主要采用共时的研究，展示了现今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的使

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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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绵阳方言感叹语气词研究

第一节绵阳方言感叹语气词综述

绵阳方言中的感叹语气词同普通话一样，一般放在句子末尾，加强感叹语气的表达。如：

(1)那个电视好好看哦l!

(2)这是啥子什么东西哦l!

(3)我的妈嘞。!

(4)太了不起唠l

例(1)的感叹语气词“哦”。强调了电视的好看。(注：句中的“那个电视”不是普通话

中的“那部电视机”的意思，而是指“某部电视剧”或某个电视节目。)例(2)中的感叹语

气词“哦一，强调了惊奇的语气。例(3)中的感叹语气词嘞强调痛楚或表示意外、惊讶。

同普通话中的感叹语气词一样，绵阳方言中的感叹语气词也可以同名词(或名词短语)、

代词、副词等配合使用。如例(1)的“哦”l就同副词“好”配合使用。例(2)中的“哦”。

同代词“啥子一配合使用。例(3)中的“嘞”同名词“妈”配合使用。例(4)中的“唠一

同副词“太”配合使用。

绵阳方言的感叹语气词同前面研究过的疑问语气词、陈述语气词、祈使语气词一样，总

体上都要遵循现代汉语语法的规律。而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地方分支，和一个局部地区通行

的语言，绵阳方言的感叹语气词，也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

第二节绵阳方言感叹语气词的分述
一

一、嘞2【ne31】

“嘞”2【nc31】是绵阳方言中一个较常用的感叹语气词，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语气，作为

感叹气词时，用于句子末尾具有较为强烈的语气。

(一)“嘞’’2阻e31】用于感叹旬末，表示感慨、赞美的语气。如；
’

(1)香肠才好吃嘞!、

(2)这件衣服才好看嘞!

(3)她还长的好看嘞!

(4)这个电视还好看嘞!

例(1)是感慨和赞美香肠的好吃。例(2)是赞美衣服的好看。例(3)是赞美“她”的

相貌漂亮。例(4)是感慨电视节目的精彩。

(二)“嘞”2【ne31】用于感叹句末，可表示诧异、痛楚、不满或不以为然的语气。如：

(5)这个东西还有点怪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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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唉哟!我的妈嘞!

(7)你这个人怪的很嘞!

(8)哼!你还有点笑人嘞!

例(6)表示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奇怪的一个诧异的感慨。例(7)表示可能是因为疼痛或

其它原因，而发出的痛苦的感慨!例(8)是对听话人不满的一种感慨。例(9)是说话人对

听话人的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的感慨。

(三)“嘞’'2【ne311用于感叹句末，用以加强感叹的语气，有时更突出了或夸大说话人感叹

的情绪。如：

(9)你才耍的安逸嘞!

(10)他脸皮才厚嘞l

(11)这个菜才好吃嘞!

(12)天嘞!这下子我才是有理说不清唠了嘞!

例(9)突出了说话人对听话人不满的语气，还含有讽刺的意味。例(10)突出了说话人

质问、责备的语气。例(11)是突出了说话人的称赞语气。例(12)突出了说话人着急、委

屈的语气。

“嘞’’2阻e31】用于感叹句末尾，常与“才”、“还”、“硬是一等副词连用。“嘞’’2【11e31】作为感叹

语气词的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呀”．

二、哦l【031】

“哦”l【03l】也是绵阳方言中较常用的一个语气词，可作为感叹语气词，用于感叹旬末尾。

(一)“哦”l【031】用于感叹句末，有加重或强化说话人的感情色彩。如：

(1)这才怄人哦l!

(2)你咋个怎么搞起的哦l!

(3)那个鸡肉才炖的香哦l l

(4)北京好大哦1 1

例(1)突出了说话人气愤或懊恼的语气。例(2)突出了说话人责备、质问的语气。例

(3)突出了对鸡肉香味的赞美语气，例(4)突出了说话人的一种惊奇感。

(二)“哦”l【031调于感叹句末，主要表示赞叹、反问、责备、不以为然、苦恼、不满等语

气。如：

(5)成都才好耍哦l!

(6)他把我整的好恼火惨哦l!

(7)这是那门怎么一回事哦¨

(8)你到底在搞些啥子什么哦l!

例(5)突出成都很好玩的一个感慨。(6)突出说话人痛苦或苦恼的语气。例(7)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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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质问和责备的语气。例(8)突出的也是质问和责备的语气。

绵阳方言中的“嘞’'2[ne31】和“哦”1[031】都可用于感叹句末，有加重或强化说话人的感情色

彩，都可以表示赞叹、反问、责备、不以为然等语气；也都可以同一些副词配合使用加强感

叹语气。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互换使用。但二者用于感叹句末，略有不同的是“嘞一2【ne31】

常同副词“还”配合使用，而“哦”l【031】一般不常和“还一配合使用。试比较：

(9)她还好嘞2 1找到那门那么好一个工作。

(10)·她还好哦l!找到那门那么好一个工作。

例(9)是突出对她羡慕的感情色彩。例(10)在句子末尾加上哦I后，从字面上看还是

一个突出主观感情色彩的感叹句，但在口语中表达出来，“她还好哦l”就很像是询问“她情

况怎么样?刀的一个疑问句了。

“哦”l【031】在感叹句中的意义和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啊”或“呀厣。

三、唠【nall3l】

“唠”【nau31】也是一个在绵阳方言中常用的感叹语气词。

(一)“唠”【n卸u31】可用感叹句末，表示强烈的主观语气。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感情色彩。

如：

(1)那家的米粉太好吃唠!

(2)哦，我晓得唠!

(3)唉!我也没的办法唠!

(4)那些事情，你就莫别再说唠!

例(1)是突出说话人对米粉好吃的一个赞叹语气。例(2)表示说话人的领悟。例。(3)

突出说话人的无可奈何或叹息的语气。例(4)突出说话人对往事不愿再提起的无可奈何的语

气。

(二)“唠”【n锄3l】用于感叹句末尾，还可以表示对新出现的情况的一种感叹。如：

(5)她太不像话唠!

(6)他们两个差的太远唠!

(7)九寨沟的风景太好看唠!

(8)那个工作太诱人唠!

(三)“唠”【n锄31】有时用于感叹句末尾，以夸张自己的感受来加重感叹语气。如：

(9)那个电视笑死人唠! ．

(10)唉!气死我唠!

(11)你硬是真是把入都给急死唠!

(12)如果中了奖“蛮’’I，我肯定高兴死唠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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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例子都用语气词“唠”来夸大自己的感受，增强了感叹的语气。突出了说话人强

烈的主观感情色彩。

“唠”在感叹句中的意义和用法，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啦”或“了”。

(四)绵阳方言中的“哦”l【031】同“唠”【nall31】一样都可以用于感叹句末，以夸张自己的

感受来加重和强化感叹语气。且都是夸大自己的主观感受。如：

(13)那个事情想起来好焦人烦人哦l!

(14)他们两个打架打得好吓人哦l!

(15)她做的事情好气人哦I!

(16)那个电视好笑人哦l!

但两者又有区别，主要是搭配和使用的结构不同。“哦”l【031】的这种用法一般用于“好+心

理动词+人+哦l”；“唠”【nau31】一般用于“心理动词+死+(人)+唠”。但两者所表达的感

叹语气是大致相同的。

四、球噼‘1u31】

“球”脚‘1u31】是绵阳方言中常用到的一个感叹语气词，它是绵阳方言中的一个具有粗口

性质的语气词，在绵阳方言口语中，使用的较为广泛。绵阳方言中的“球”脚‘31】是一个具

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的语气词。

“球”踟‘1u31】在‘中华字海》中被解释为：“<方言>男性生殖器，常用作骂人的话。”

这应该是“球”的本意，且在绵阳方言中“球”也都是指男性的生殖器。但随着“球”在实

际语言应用中词汇意义逐渐的虚化，它逐渐演变成为了一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气词。它

一般不能单独使用，需要同动词、形容词等配合使用。虽然，“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感叹

语气词再使用，但仍然残留着粗话的性质，因此在一些场合下使用都是不礼貌的。

(一)“球”脚‘1u31】可以放在感叹句中的动词后，表达说话人强烈的感情色彩。如：

(1)你一天到黑晚在搞“球”些啥子!

(2)我说你是在说“球”话!

(3)你笑“球”咳笑!

(4)钱都莫的没有。搞“球’’哦搞!

上面例子中，动词后的“球”已没有实在的意义，只是表达了说话人强烈的感情色彩。

都表示说话人对听话入的质问和责难，也含有抱怨的语气如例(4)。

(二)“球”№‘1u31】还可以放在形容词后，表达说话人的强烈的感情色彩。如：

(5)你这个人硬是真是怪球的很!

(6)那道题难“球”的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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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她硬是真是话多“球”的很!

(8)这个菜咸“球”的很!

上面例子中，形容词后的“球”也已经没有实在的意义了，用在形容词后面也是表达说

话人强烈的感情色彩。例(5)、例(7)是对听话人不满的语气。例(6)、例(8)突出表达

的是抱怨的语气。

“球”脚‘1u31】用于形容词后，后面一般用。⋯⋯的很”或者搿⋯⋯不得了一做句子的补语

(三)“球”胁‘1u31】有时还可用于一些特殊的结构中，用于表达强烈的语气。如“动词／

形容词+搿个一+“球”。如：

(9)好个球!(相当于普通话说“不好!”)

(10)去看个“球”l(相当于普通话说“不去看!”)

(11)说个“球”l(相当于普通话说“别说!”)

(12)吃个“球”!(相当于普通话说“别吃!”)

在这种结构中，语气词“球”不但是整个句子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表示了说话人的的强

烈不满的情绪，而且“球’’在这里都表示否定的意思，对前面的动作行为或评价进行了更为

强烈的否定。

(四)“球”脚‘1矿1】可用于“莫+球+动+(名词)一这种结构中，用于表达强烈的语气。

如：

(13)你莫别“球修乱说!

(14)莫别“球”理他!
●

(15)你莫别“球”笑!

(16)你一天莫别“球”紧到一直看

上面例子也都含有说话人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同时也含有劝阻的语气在里面。

上面所述的“球”在绵阳方言中，如果不是做语气词那么它就肯定是一种粗俗语言的体

现，作为感叹语气词使用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虚化，但仍残留有粗话的性质。

第三节小结

本章主要描述了绵阳方言中较常用的几个感叹语气词，同前面描写的其它类型的语气词相

比，绵阳方言中的感叹语气词在数量上要少许多，在用法上也相对单一，这一点和普通话中

的感叹语气词差不多，在普通话中用作感叹语气词的主要是“啊”以及它的变体“啦”、“呀一，

绵阳方言中的感叹语气词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相对照，也都大致相当于“啊”、“呀’’、矗啦”

的用法。绵阳方言中的感叹语气词也是构成感叹句的一个重要手段，用在句末以加强感叹的

语气，表达说话人强烈的主观感情，主要表示赞叹、惊讶、责难、质问、痛楚等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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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论文<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研究》，是对一个特定区域的语言现象进行描述的一篇学术性论

文。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的谈了论文的选题意义、普通话语气词的研究现

状、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研究现状、绵阳方言的音系、写作目的及所用语料、绵阳方言语气词

的分类等；第二章则是对绵阳方言疑问语气词的研究，具体研究了十五个常用的绵阳方言疑

问语气词；第三章是对绵阳方言陈述语气词的研究，研究了十一个常用的绵阳方言陈述语气

词；第四章是对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的研究，共有九个常用的绵阳方言祈使语气词；最后一

章是对绵阳方言感叹语气词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一共有四个．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研究

采用的是共时的研究，采用对比描写的方法，与普通话中的语气词、成都方言中的语气词做

了比较分析，描写它们之间的异同。

全文列举大量语言事实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特点、规律加以证实和说明。通过对绵阳方

言语气词的研究，我们初步了解了它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以及它的一些具体使用情况，为绵

阳方言语法的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但应该认识到，本文对绵阳语气词的研究

的深度还很有限，范围也很狭窄，且没有对绵阳方言语气词的来源、演变情况做出研究，在

语料的收集上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同时，也

希望今后能够进一步的对绵阳方言的语法做出研究，在绵阳方言语法的研究上开拓出自己的

一片天地。

本论文在写作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错误也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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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

时光飞逝，三年的研究生生活马上就要在忙碌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三年来所学的

知识或多或少都体现在了这篇区区数万字的论文上了，虽然这是一篇不足为道的论文，但也

倾注了自己的一点心血在里面，也倾注了关心自己的尊敬的老师的心血，在此对他们说一声

谢谢!

三年前，自己孤身一人来到了文献所这个陌生的大家庭，心里面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

是，在这几年里面又可以结交到许多的朋友，自己的研究生生活也会丰富而多彩；忐忑的是，

我是一个如此平凡而又普通的人，我希望在新的环境里面能够好好的表现自己，但却害怕不

会得到老师、同学的认同。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初的那种忐忑不安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能感受的到的是老师们对子女般的温暖；同学们兄弟姐妹般的情意。这三年对我来说是充

实的三年、快乐的三年，也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难忘的三年。

如今，我即将离开。离开我奋斗、生活了三年的地方；离开我尊敬的老师们、离开我可

爱的同学们，虽然是那么的不舍，但又是那么的无奈，我只能做的就是对你们说一声：“珍重!一

我又将踏上人生道路上新的起点，为新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不管今后我在什么地方，我

都会想起这个我曾经令我难舍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我奋斗的足迹、有我尊敬的老师们和兄弟

姐妹般的同学们l

最后对喻遂生老师、周刚老师、毛远明老师、张显成老师、李海霞老师、李发老师真诚

的说一声：“谢谢!一

陈健记于西南大学杏园

200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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