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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语邵东话助词 起/倒 的语法特点

林素娥 邓思颖

提 要 湘语邵东 起/倒 有一种较特殊的用法 , 即构成 V I十起/倒(+ N P )+ X P ,结构 , 主要有

等给字连动句 使令类使役动词句 处置式 担 字句等 ,也可连接动趋结构 动词与处所介词短

语;但不能构成允让义使役动词句和 等 或 球 字被动句 这类结构中的 起/倒 表义很虚 ,普通

话无对应词语 ,主要起强调作用

关键词 邵东话 起/倒 V ;+ 起/倒(+ N P) + X P" 结构

O 前 言

湖南省邵东县地处东经 111030 一112005 ,北纬 26 50 ~ 27025 因处于邵阳市东郊而得

名 ,邵东东连双峰 衡阳 , 南邻祁东 , 西接邵阳县 , 北交新邵 涟源 南北长 59 公里 , 东西宽

56 .7公里 , 总面积 176 8.75 平方公里 县城设两市镇 ,距邵阳市 20 公里 行政上 , 邵东一直

属于历史悠久的邵阳地区

邵东全县总人口n 7万人 有汉 回 侗 苗等 29 个民族 ,汉族占总人口的 99.7% 邵东

境内有多种土语 ,老百姓有 十里不同音 之说 ,不过 ,从语音特征上来看 ,大都保留中古浊音 ,

属于老湘语娄邵片方言点 ,在语法特征上 , 内部一致性比较强 ,使用词缀 哪 , 如 慢滴卿慢点

儿 ,用 个 充当结构助词 的 如 , 我个书我的书 ,用倒置双宾语结构 ,如 我把本书你我给本书

你 等

邵东(简家陇镇)土语中动词后 起 川倒 是两个常用词 , 可以用作结果补语 持续体标记
完成体标记 , 起 还可以做状态补语标记 如:

(1) 作业做起哩 作业做好了 (结果补语)

东西寻倒哩 东西找到了

(2 )渠手里担起本书得阿里 他手里幸着本书呢 (持续体标记)

渠手里担倒本书得阿里 他手里拿着本书呢

本文的初稿曾宣读于 第四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 (泉州师范大学 2008 年 n 月) 2008 年香港

语言学学会学术年会 (香港大学 2008 年 12 月),感谢与会者的提问和意见 本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 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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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煮起饭就洗衣衫 我做好了饭就洗衣服 (完成体表记)

我煮倒饭就洗衣衫 我做好了饭就洗衣服

(4 )渠行起出汗哩 他走得出汗了 (状态补语标记)

本文主要描写邵东话中 V I+ 起/倒(+ N P) 十X P ,结构 ,这种结构中 起 与 倒 常常不分

彼此 如例(5) (6) ,句中用 起/倒 并不区别意义 , 只是个人选择不同

(5)你劝起/倒渠读书唠!你劝他上学吧!

(6)渠想嫁起/倒只女等你哎 , 你要唔要? 她想嫁个女儿给你呀,你要不要?

起/倒 都勃附在句中第一个动词上 ,意义很虚 ,它的作用在于强调 劝 嫁 这些动作本

身 ,普通话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语 ,本文权且将它处理为起强调功能的助词

可带助词 起/倒 的结构多用在祈使句中,带有较强的语气 ,句末常带有表示命令 请求

建议 催促等语气的助词 ,如例(5) 句末 唠 表示催促语气 ,例(6) 哎 表示试探或建议

可构成 V , 十起/倒(+ N P )+ X P ,结构的主要有: 等给 字连动句 使令类使役动词句 处

置式 担 字句等 ,也可连接动趋结构 动词与处所介词短语;但不能构成允让义使役动词句和

等 或 球 字被动句 下面分别讨论 V , + 起/倒(十N P )+ X P ,结构在这些句式中的具体情

况 文中符号 口 表示本字不明

一 V + 起/倒(+ N P) + 等 + N P ,结构

邵东话由动词 等给 构成 V 十N P十等十N P , 连动结构 ,该结构表达的整体意义是 受惠

事物转移并达到某个终点 ,且转移和达到是两个分离的过程 (沈家煊 1999 ) 起/倒 可插人

第一个动词后 ,如例(7) 给予义动词 等 例(8) 制作义动词 织 等构成连动结构 ,动词可以带

起/倒 ,来强调这些动作本身 ,这些动词也得重读

(7)等起/倒只笔等渠 给支笔给他

(8)织起/倒件衣衫等你只老弟 织件衣服给弟弟

在句法上 , V 起/倒 与后面的动词短语具有强制性选择关系 , 如例(8) 动词 织 带上

起/倒 后 ,若没有 等你只老弟 ,则句子不能成立

邵东话 S+ V + N P + 等十N P ,中可出现的动词有:V a 卖 类 V b 买 类和 V c 炒 类等

(朱德熙 1979) 分别有 送 卖 交 教 退 补 带 寄 留 口[tia习5]扔 写(一信) 挟(~ 菜) 挖

舀:一汤 口 tiaus 换 介绍 传染 等 卖 类动词 买 抢 偷 骗 拐 赢 赚 担拿 收 要 等 买

类动词 刻 炒 织 等 炒 类动词 ,这些动词都可以进人这种句式 ,除双音节动词外 ,都可以带

起/倒 如 :

(9 )你明天卖起/倒本书等我唠! 你明天卖本书给我吧!

(10 )你快滴交起/倒滴学费等学校喝!你快点儿交学费给学校啊!

(11) 渠是嗒是想口[tia习5]起/倒只遇遏衣衫等我洗呢! 她倒是想扔件脏衣服给我洗呀!

(12) 你抢起/倒滴屋等阿个唉, 你亦没得息 你抢那些房子给谁呀,你又没有儿子

(13)我去要起/倒阿滴树 ,w. 篡等只爷烧火嗒 我先去要那些小树给父亲烧

(14)你刻起/倒块碑等你只爹爹唠! 你刻块碑给你爷爷吧!

(15)你介绍( 起/倒)阿本书等我唠! 你介绍那本书给我吧!

(16) 你莫传染( 起/倒)乙肝等大式喝 你别把乙肝传染给大家

以上用例中 ,例(9)至(11)为 卖 类动词 ,例(12) (13)为 买 类动词 , 例(14)为 炒 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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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都可以带 起/倒 构成连谓结构 而例(15) (16) 虽属动词 卖 类 ,但不能带 起/倒 , 应

该与韵律有关,不是语法和语义因素造成的,如例(16) 传染 若换成单音节同义动词 叭

[pa  则可以带 起/倒

二 使令 义类动 词+ 起/倒 + N P + V P ,结构

汉语使役句是一种兼语句 ,它的结构可以表述为 使役动词+ N P + V P ,N P 是使役的对

象 ,也是 V P 的施事者 , 即兼语 使役动词大致可分为使令义类和允让义类 前者构成 使令

义类动词十N P十V P 句 ,可以带 起/倒 ,而后者构成 允让义类动词+ N P + V P 句 , 则不能

带 起/倒 ,这与两类动词的词类特征密切相关

2.1 邵东话使令义类动词包括例(17) 喊 (18) 催 (19) 劝 (20 ) 请 (21) 派 等 ,

分别表示命令 吩咐 劝告 要求 派遣等使令义 这类使役句常常在使役动词后用 起/倒 来

加强语气

(17)喊起/倒渠吃饭 叫他吃饭

(18)催起/倒渠读书 催他上学

(19)劝起/倒渠做事 劝他干活

(20)我侬请起/倒你做讲座 我们请你来做讲座

(21)校长派起/倒我出差 校长派我出差

在句法上 , 使令义类使役动词十N P十VP ,结构若带上 起/倒 , 则兼语后的动词短语

也是不能省略的 如例(18) 若没有 读书 ,则句子不合法 同时 , 这个动词短语也不允许

移位 如例(22 ) 读书 移到句首做话题 , 句子也是不成立的 若要成立 , 则动词 催 不能

带 起/倒

(22)读书 , 我绝对不会催( 起/倒)渠 读书,我绝对不会催她

可见 ,使令义类使役句若带上 起/倒 , 句法上对兼语后的动词短语也具有强制性选择

关系

2.2 表示允许 听任等义的使役动词句中 ,不能用 起/倒 如例(23) 准 句 (24) 等

让 句 ,使役动词后都不能接 起/倒 如:

(23)渠准( 起/倒)你出门 他让你出门

(24) 你等( 起/倒)渠看电视 你让他看电视

结构上 ,允让义类使役句与使令义类并无区别 ,前者不能带 起/倒 ,后者则可以 这应与

两类使役动词具有不同词类特征有关:使令类比允让类词汇性强 ,可以带 起/倒 , 而允让类词

汇性较弱 ,所以不可以带 尽管这种强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但这种特征差异表现在其他句

法上

2.3 邵东话允让类动词主要是 等 , 下面以 等 为例讨论它的词类特征( 准 与 等 的

句法表现基本一致 ,不单独讨论)

邵东话 允让义类动词+ N 结构不能单独成句 ,而 使令义类动词+ N 可以 如例(25 )

等渠 是不自足的 , 而例(26 ) 喊渠 是自足的

(25) 你等渠 你让他 (26)你喊渠 你叫他

允让义类动词十N 不可以接动量补语 一下 , 而 使令义类动词十N 可以 如例(27)

等渠一下 不能成立 ,例(28 ) 催渠一下 则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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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你等渠一下 你让他一下 (2 8) 你催渠一下 你催他一下

允让义类动词后不能接表示实现的助词 哩 ,使令义类动词后则可以接 如例(29) 等哩渠

不能成立 ,例(30 ) 催哩渠 可以成立

(29) 你等哩渠去 我让了他去 (30)我催哩渠读书 我催了他读书.

并列结构证明 等+ 施事者 组成一个成分 ,而不是与动词谓语组成一个成分 如例(31)

(31) 渠等我看电视 , 你看报纸 他让我看电视,你看报纸

(32)渠催我看电视 ,你看报纸 他催我看电视,你看报纸.

看来 ,尽管 等 也属于使役动词 ,但它的句法表现与使令类动词很不一样

朱德熙(1982/2000 :179)指出 ,普通话 让 表示听任 容许的意思时 ,如例(33) ,句式与递

系式(即本文所说的使役式)相近 , 区别是兼语式中前一个动词有具体意义 ,而表示容许 听任

意思的 让 是介词 ,没有具体的词汇意义

(33)你让我再想想

邵东话 等 虽词汇义较使令类使役动词虚 ,但它可以带经验体 过 和进人正反问句 如 ,

(34)渠等过我骂过 他让我骂过 (使役句)

(35) 你等唔等我骂? 你让不让我骂? (正反问句)

我们认为邵东话表允让义的 等 仍是动词 ,不过 ,它的词汇性要比使令类动词弱 这个原

因使它不能带表强调的 起/倒

三 处置 式 担 + 起/倒 + N P + V P ,结构

邵东话使用 担[tan , 字处置式 如(36) 至(38 ) , 担 可以分别构成狭义 广义和致使义

类处置式(吴福祥 1996)

(36)渠担饭吃格哩 他把饭吃掉了

(37)我担衣衫送等渠哩 我把衣服送给他了

(38)烟子担我只眼珠熏起出眼泪哩 烟雾把我的眼睛熏得流泪了

3.1 起/倒 也可以用在 担 后 ,加强处置色彩 不过 , 起/倒 要求处置对象不能为光

杆形式 ,必须是量名短语或人称代词 指示代词与量名短语的复杂形式 如例(39) 中 饭 例

(40 )中 衣衫 必须用量词修饰 ,否则不能成立 ,例(41) 处置对象为 我只眼珠 的复杂形式

(39)担起/倒 (滴)饭吃格 把这/那些饭吃掉

(40)我担起/倒 (只)衣衫送等渠哩 我把衣服送给他了

(4 1) 烟子担起/倒我只眼珠熏起出眼泪哩 烟雾把我的眼睛熏得流泪了

不过 ,当处置对象为生命度高的 人类 时 ,则不受这个条件制约 如例(42) 中处置对象为

渠他 例(43 )为 细个卿小孩子 ,代词和名词直接做宾语 ,不需要构成量名短语

(42) 担起/倒渠喊进来 把他叫进来

(43) 担起/倒细个卿抱回来 把小孩子抱回来"

邵东话处置标记 /担 0的宾语不论是光杆名词还是量名短语形式 ,都表示有定的对象 ,不

过 ,表强调的 /起/倒 0在句法上对这两类对象宾语却表现不同 "

3.2 邵东话处置标记 /担 0后可带 /起/倒 0应该与它具有较强词汇性的特征有关 "

邵东话/担0虽可以构成各类处置句 , 似乎与普通话处置标记 /把 0性质相当 , 不过 , /担 0在

邵东话中也常用做普通动词 " 如例(44 )/担 0表示 /挑 0的意思 ,例(45 )/担 0表示/拿 0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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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渠担水去哩 "他去挑水了"

(45)渠担滴东西下担起去哩 "他把那些东西全部拿走了"

普通话处置标记/把 0虽由/拿持0义动词发展而来, 但 /把 0不能单独用作 /拿持 0义动词,

它已经是一个介词性很典型的动词 " (王力 2002 :408)

邵东话/担0字处置式 ,往往仍带有较实在的/拿 0的意思 " 如/担滴衣衫洗格 0可理解为/拿

些衣服 ,去把它洗了0"

/担0字处置句的否定形式, 否定词的句法位置有两个 ,可以在/担 0或动词前 ,如例(46) 否

定词 /莫别0!(47) /有没0!(48 ) /唔不0可以在 /担 0前 ,也可以在动词前 ,而普通话 /把 0字处置句

中否定词则只允许添加在处置标记/把 0前 "

(46)你(莫)担滴钱(莫)乱放 "你别把那些钱乱放"

(47)渠(有)担碗饭(有)吃完"他没把那碗饭吃完"

(48)渠(唔)担滴衣衫(唔)洗干净 "她不把衣服洗干净"

邵东话/担 0字处置式 ,构成正反问句时 , 可以用 /担唔不/有没担 0来表达 " 如例(49 ) /担唔

担把不把0, (50) /担有担把没把0"

(49)你担唔担滴饭吃格? 你吃不吃掉那些饭?

(50)渠担有担豆腐磨起? 她磨没磨好豆腐?

这些句法特征体现了邵东话处置式中的/担 0仍是拥有更多动词特征的词类 ,与普通话处

置标记 /把 0比较 , /担0是一个词汇性较强的动词 ,这使它可以带 /起/倒0来加强处置色彩 "

与处置标记 /担0不同的是 , 邵东话由被动标记 /等 0/球 0构成的长被动句则不能带 /起/

倒 0"如例(51) 被动标记/等0/抹0若带/起/倒 0则不能成立 "

(51)衣衫等抹( .起倒)雨淋湿哩 "衣服被雨淋湿了"

3.3 与处置标记/担 0不同的是 ,邵东话被动标记/等0/球 0的词汇性较弱 " 我们以是否可

以构成正反问形式来看处置标记/担 0与被动标记/等 0/抹 0的词汇性差异 "

邵东话 /等 0可以构成双宾句 !使役句和被动句 ,身兼多职 "不过 ,作为被动标记的/等 0,它

的词汇性很弱 "如上文例(35) 中/等 0表示允让义使役动词 ,正反问句可以成立 ,若表示被动

/你被不被我骂 ,都要骂0,则句子不能成立 "

/抹0是邵东话中专用的被动标记 ,与/等0应词源不同 ,不过 ,与/等0一样 ,也不能构成正反

问句 " 如:

(52).你抹唔抹我骂 , 我都要骂"你被不被我骂,我都要骂"

处置式/担 0则可以构成/担唔不/有没担0的正反问形式 ,如例(49 ) !(50 ) "

可见 ,邵东话被动标记 /等 0/抹 0的词汇性比处置式/担0要弱 ,也比允让义动词 /等 0的词汇

性弱,这样, 允让义动词 /等0不能带/起/倒 0,词汇性更弱的被动标记/等 0/抹 0也不能带起强调

功能的 /起/倒 0"

四 /V + 起 /倒 十得在/放+ 处所0结构

邵东话 /V + 得在/放十处所0结构常常用来叙述某人或某物以某种状态位于某处 " 其中

介词 /得在0与 /放 0表示的意义有/非使然0与 /使然 0之别 ,介词 /得 0引进的是 /客观上如此 0的

处所 ,而 /放0所引介的处所则是 /说话人使然0的 " (施其生 2006)如(53) /得门边上0表示的是

一种客观的处所 , /放门边上 0则表示这个处所是施事者 /渠 0/使然 0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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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渠企得/放门边上 "他站在门边上"

可以进人这种结构的动词一般为状态动词 "比如/企站!坐 !胭!缩 !口1pens 8靠0等体态或姿势类

动词 , /放 !躲 !盖 !停 !关 !闭!戴 !带 !挂 !捧 !抱!爬 !举 !锁 !晾 !刻!炒 !画0等位置类动词(戴耀晶1997) "

若在动词后带/起/倒0,则对动词所包含的情状表示强调,动词本身也往往需要重读 "如:

(54)渠咽起/倒得床上 "她躺在床上"

(55)阿只老人家口7pens]起/倒得树高头 "那个老人家靠在树上"

(56)本书放起/倒得地上 "那本书放在地上"

(57)只衣衫收起/倒放箱子里头去哩 "那件衣服收在箱子里了"

(58)渠躲起/倒放角落里头去哩"他躲到角落里头了"

以上用例中/起/倒0豁附在状态动词上 ,强调该动作所包含的状态在某处 "例(54) /胭起/

倒0!(55 )/口[Pe ns 8起/倒 0都表示以某种体态或姿态位于某处,叙述时带有较强的语气;例(56 )

/放起/倒0表示/本书0所处的状态得到凸现;例(57 )/收起/倒放箱子里0!(58) /躲起/倒放角落里

头0,都用/放 0做处所介词 ,表达/使然0义 ,例(57 )中/起/倒 0强调说话人使 /收0的状态在 /箱子

里0,例(58)则强调施事者使 /躲0这种状态在/角落里头0;同时 ,动词/收0/躲0等位置类动词往往

静态性较弱而动态性较强 ,包含着动态位移义 ,接上表示趋向义的/放+ 处所十去0,所以例(57 ) !

(58 )还带有动态趋向义 "这种结构中的/起/倒0表示强调的功能 ,已不限于祈使句 "

邵东话状态动词后的/起/倒 0与句末介词短语/得古/阿里在这/那里0一起 ,也是表示状态持续

义的主要形式 "如(59 )/起/倒0与/得阿里 0共现 ,缺一不可 ,共同承载着状态持续的体意义 "

(59)桌子高头放起/倒本书得阿里 "桌子上面放着一本书"

与表强调的/起/倒 0不同的是 ,表持续意义的 /起/倒 0所勃附的动词不会重读 "这在例

(60)中可以进行对比"

(60)渠咽起/倒得古里 "他躺在这儿/他躺着呢"

若 /得古里 0仍表示实在的处所意义 , /躺 0重读 , /起/倒 0则对动作 /躺 0所包含的状态义进

行强调;若表义较虚 ,则为持续体形式 ,句子只可理解为 /他躺着呢 0,此时是一种客观的陈述 "

/V + 起/倒十得在/放+ 处所 0结构中/起/倒 0主要功能是强调动作本身的情状义 , 即状态

动词所包含的某种状态 ,它与表示持续义的持续貌形式虽都勃附在状态动词上 ,但在韵律上的

表现不同 ,前者所勃附的动词可以重读 ,而后者不允许重读 "

在句法上 , /V + 起/倒+ 得在/放十处所 0结构中介词短语 /得在/放 + 处所 0必须接在 /V 十

起/倒 0后 ,不允许省略 ,也不能移位 " 如(61a) ,即使在特定的语境中 ,伴随着体态 !手势等信息

补充方式 , /得楼上 0也是必说不可的 , (61b) 将 /得楼上 0前移至状语位置 ,句子也不能成立 , 而

普通话可以用持续体助词 /着 0,不过 ,邵东话/起/倒 0并不能单独表示持续体意义 "

(61)a.衣衫晾起/倒 -(得楼上) "衣服晾在楼上"

b -衣衫得楼上晾起/倒 "笋衣服在楼上晾着"

此外 , /起/倒 0也常常起着连接动词与趋向补语的功能 ,不过 ,带上 /起/倒 0后 ,趋向补语就

不读轻声了 "如 :

(62)行起/倒来/去走来/去

(63)你去帮我担起/倒本书过来唠 "你去帮我拿那本书过来吧"

根据上述讨论可以将邵东话/起/倒 0的句法分布描述为:

结构/V l(+ N P) 十XP 0,其中/V , 0为/起/倒 0豁附的词类 ,可以是动词 !使令义使役动词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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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标记 /担0!状态动词等,且/V l0属于词汇性强或较强的动词词类 , /xP 0可以是动词短语 !/在0

义介词短语与趋向动词等 ,在句法上, /XP 0不能省略和移位,与/V l+ 起/倒0构成选择关系 "

若不符合这些句法特征,起强调作用的/起/倒 0则不能成立 " 如允让义使役句 !长被动句

/等0/抹0字句等 , 因句中V l 的词汇性较弱不能带/起/倒 0" 同时 ,若 /V , + 起/倒 0后带 N P 做

宾语 !双 N P 成分做宾语或 N P 与数量补语等 , 也不能成立 " 如例(64 ) /担起/倒 0后接名词宾

语 /滴东西 0, (65) /送起/倒0后接双宾语成分/本书0/你 0,(66) /看起/倒 0后接名词宾语 /古本

书0和数量补语 /三到0,(67) /去起/倒0后接处所名词宾语/上海0与动量补语 /两次0,这些句子

中动词都不能带起强调作用的/起/倒0"

(6 4) 渠担( .起/倒)滴东西 "他拿了些东西"

(65)送( .起/倒)本书你 "送你本书"

(66) 你看( .起/倒)古本书三到哩 "你看了这本书三遍了"

(67)我去( .起/倒)上海两回"我去上海两次"

五 结 论

文中讨论了邵东话 /起/倒 0分布在/等 0字连动句 !使役句 !/担0字处置句 !状态动词与/在0

义介词短语及动趋向 " /起/倒 0要求所赫附的动词为词汇性强的类, 邵东话允让义使役动词

/等0/准0与被动标记 /等0/抹0等词汇性较弱的动词后 , 不能带 /起/倒 0, 而邵东话处置标记

/担 0, 虽与普通话 /把 0相对应 ,但/担 0的词汇性较强 ,可以带/起/倒 0"句法上 , /起/倒0要求后

面的成分要么是动词短语 ,要么是介词短语 , 这些成分与 /V ;+ 起/倒 0构成选择关系 , 否则动

词不能带/起/倒 0表强调 "

/V , + 起/倒(+ N P) + X P. ,结构的/起0/倒 0不是表示动作结果 ,也不是表达完成或持续等

体的意义 ,它的意义已经高度虚化, 只是对所勃附的动词本身起着强调的功能 ,被勃附的动词

也常重读 " 这种结构也多用在祈使句中,带有较强的语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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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A N Y U X U E B A O

 C H I N E S E L IN G U I S T IC S

 N o v e m b e r 2 0 1 0

      A bstracts of M aj or P aPers in T his Issue

S h i, C h u n h o n g ,    L a n g u a g e F ae t an d L in gu istie F a et

  T his artiele re一          e xam ines th e relatio nsh ip betw een faet and th eory of m odern ling uisties in

           th e baekg ro un d of m o dern p hilosop hy an d id eas of m od ern ling u isties. A fter pu tting forw ard

     th e n e w eo n ee P t o f lin g u istie fa et ,       th is a r tiele d is tin g u ish es lin g u istie fa e t fro m la n g u ag e fae t ,

            u p o n w h ieh it d is eu ss es th e r o le o f a n a ly tiea l m o d el in d iseo v e rin g la n g u a g e fa et a n d

    eon strueting lin g uistie faet. ()n rh is b asis ,       it m ak es an ex plo ration on th e in teraetion b etw een
     fo rm a n d re P re se n ta tio n o f lin g u istie fa e t ,      a s w ell a s th e re la tio n sh ip b e tw e e n d ise o v e rin g

     la n g u ag e fa et a n d eo n s tr u e tin g lin g u istie fa e t. M ea n w h ile ,   it in v e s tig a te s th e p h ilo so p h iea l

           fo u n d a tio n a n d a ea d em ie sig n ifiea n e e o f d iffer en tia tin g la n g u a g e fa et an d lin g u istie fa e t in

          te rm s o f o n to lo g y a n d e p is te m o lo g y a lo n g w ith th e re la te d se ien tifie m e th o d o lo g ie s. F in a lly

             th is a rtie le p o in ts o u t th a t th e v a lu e o f th e o ry d o s e n o t lie in h o m o lo g y ,  b u t in m u tu a l

 eo m p lem en ta ry re la tio n s h ip , th a t 15 ,   th e e o e x is te n ee o f d iv e rsity ,   a ee o rd in g to w h ie h a etiv e

      ex ter n a l an d in ter n a l th e o re tiea l e ritie ism a re re q u ire d .

  K ey w o r d s : la n g u a g e fa e t ,  lin g u is tie fa e t, lan g u a g e p h e n o m e n o n , a n aly tie al m o d e l,

 th eo re tie al p a ra d ig m , p h ilo so p h ie al fo u n d a rio n

M eng , J ian ,an ,     O n the T im e System in N ovels

      T irn e sy s tern 15 o n e o f th e s u b一    sy ste m s o f eo n te x t in n o v e ls ,     w h ieh 15 a r h e to rie e h o ie e o f

               tem p oral faetors m ad e b y th e auth or ou t of th e need o f ereation an d eon stru eted b y eom bin g

              o rg a n ie a lly a ll k in d s o f tem p o ra l fa eto rs a eeo rd in g to th e p u rp o se o f e rea tio n o f th e a u th o r ,

        th e p h y siea l te m p o ra l se q u en ee o f th e s to r y a n d e v e n t ,    a n d ee rra in m erh o d o f e x p res sin g

               tim e . T h e n a tu re a n d fu n e tio n o f th e tim e sy stern a re d e m o n stra te d n o t o n ly in lin g u is ties o r

rh e to rie ,             b u t a ls o in th e n a rra tin g stru etu re o f th e n o v el a n d th e u n d ers ta n d in g b e tw e e n th e
 1in es #

 K ey w o rd s : n o v el , tim e s y ste m , rh e to rie fu n e tio n

Z h u , J 0n ,  D istan t C ausality R elati朋      T h eo ry an d the C onstruetion M ea n ing of th e /Yi (一 ) +

V P + J iu (就 ) + X P ,, P attern

    T his artiele states that th e /少i (一 ) + V P + jiu (就 ) + X P 0  pattern h as three
    d iffe re n t eo n s tr u e tio n m ea n in g s : u n eo m m o n re s u lts ,  d e v ia n t res u lts , a n d s u p e r一 e o n sran ts o f

            m o tio n . A ll th es e eo n str u etio n m e a n in g s o f th e p a tte rn ea n b e ex p la in e d b y D is ta n t C a u sa lity

 R e la tio n T h e o r y . M e a n w h ile ,         th e re s u lts o f la n g u a g e sta tisties a n d th e d is eo u rse fu n etio n o f

     th e p a tte rn b o th s u p p o rt th is eo n e lu sio n .

 K ey w ords : /夕i (一 ) + V P 十 少iu (就 ) + X P 0 p attern ,  D istant C au sality R elatio n ,

m o tiv a tio n , ty p iea l p a ttern , e x em p lifie a tio n fu n e tio n

L in , S ue , & T an g , Sze- W ing ,      o n the G ram m atieal F eatures of the A uxiliary /qi 5起 )/da o

(倒 )0  in S haod on g n ia一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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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re 15 a sp eeial use of /9 1 (起 )/dao (倒 ) 0  in S haod ong D ialeet, that 15,  they ean be

    u sed to form the eon struetion /V , + 叮i (起 )/dao (倒 ) (+ N p ) + x P ,, , in elu ding / v :+
V : 0  strueture w ith verb /d eng (等 ) 0,   Sentenees w ith verbs of "om m anding , disposal

  strueture w ith verb /d a n (担 ) 0,         ete. B ut they Can not be used to form sen ten ees of

         perm ission w ith verbs of m aking or passive sentenees w ith w ord /deng (等) 0or /jiu (抹) 0.
/Q i (起 )/dao (倒 ) 0          in this eon stru etion 15 m ain ly u sed for th e purpose o f em p hasis , and the

eo u n ter P a rt

 K ey w o rd s :

  in m a n d arin C h in e s e

 S h ao d o n g d ia lee t , 9 1

  d o e s n o t e x ist.

(起 )/dao (倒 ) , /V l+ qi (起 )/da " (倒) (+ N P ) +
X P ., e o n stru e tio n

H u , Y u n w a n , F u n e tio n ,       o rig in a n d G ra m m a tiea liz atio n o f G iv in g- ver b s in D o n g k o u D ia lee t

/B a (把) 0, /qi (乞) 0 and /baqi (把 乞  ) are three giving一   verbs in D ongkou dialeet

              w h o se p r im a ry g ra m m a tiea l fu n e tio n 15 to eo n stru et a ty p e o f sen ten ee s o f g iv in g r are ly fo u n d

 m andarin C hinese. /Q i (乞) 0   originated from the giving一verb /91 (乞)0  betw een H an and
e 1 dynasties; /ba叮i (把 乞  ) w as an analogy of /ba夕u (把 与) 0    u sed in S on g an d Y uan

 th e syno nym o us "o m p oun d /ba 穿i (把 乞) in

mw.

dyn asties; an d /占a (把 ) 0  w as separated from
   Y u a n a n d M in g d y n a stie s.

K灯 won七:伪 呢 kou dialeet, ba (把) , Qi (乞), ba gi (把乞) , funetion , origin , gram m atiealization

S u , J unb o ,    o n th e P ers isten ee A sPeet M arker /D i (的 )0 in D a可 iang D ialeet
      T h e fun etion o f th e persisten ee aspeet m ark er /d i ( 的 ) 0   in D anj ian g d ialeet 15

            eo m p lie a te d . In th e p a p e r th e sy n ta etie a n d s em an tie fu n e tio n s o f th e m a rk er a re d ise u s sed .

M e a n w h ile ,           th e o rig in an d P ro ee ss o f its g ra m m a tiea li:a tio n a re a n a ly ze d fro m th e th r ee

  a sP ee ts o f M a n d a rin ,         d ia le e t an d a n eie n t C h in es e a eeo rd in g to th e la n g u ag e fa e ts a n d

       m aterials. T h e p ap er eo nelud es that th e p ersistenee asp eet m ark er /d i (的) 0 o rig inated fro m
/d " (得 ) 0  in T an g D yn asty.

  K ey w ords : D a nj ian g dialeet,  p ersistenee asp eet m ark er, d i (的 )

W a n g , C h u n h u i,      D e gr ees o f H y p o th etica lity a n d C h in ese C o n d itio n a l S en ten ees

           T h ere are lexieal an d syn taetie form s w h ieh exp ress eou nterfaetua l m eanin g in C h inese

 eo n d itio n a l s en ten ee s. H o w e v er ,        th e se fo r m s ea n n o t eo n s titu te th e sy n ta e tie ea teg o ry o f

  eo u n ter fa e tu a lity . A s a re su lt ,       C h in e se eo n d itio n a l se n te n e e s d o n o t d is tin g u ish d e g re e s o f
h yp oth etieality (C om rie1986 ) ,       w h ieh aeeord s w ith the hy poth esis p rop osed by W ierzb ieka

 (1996 ,         1997) th at the eon d ition al eon stru etio n and eou n terfaetual strueture are all sem antie

P rlm ltlv e s.

  K ey w o rd s : eo n d itio n a l se n te n e es ,  d e g re e s o f h y p o th etiea lity , eo u n te rfa e tu a l eate g o r y ,

 se m a n tlc P rlm ltlv e

L i, W o hao ,  o n the C on struetion /:ai (再 ) X P 夕" 5也 ) V P ,,
               W ith the extrem e eo n eessio n exp ressed by the earryin g o ut o f th e aetio n d enoted by V P

        w h en X P aeh ievin g th e m a xim u m in an quan tity seale , th e eon stru etio n /za i (再 ) X P 少"(也)
V P ,,          e m P h a siz es th at th e a ee o m p lis h m e n t o f V P 15 u n eo n d itio n al. T h is p a p er a n a ly ze s th e

            fo rm in g p ro e es s o f th e eo n s tr u etio n a n d h o ld s th a t le x iea l item s re striet th e e o n s tru e tio n

m eanin gs ,          an d the form ing p roeess 15 m o tivated by su bjeetivisation and pragm atie inferenee.
        B ased o n the eom m on su bju netive eon eession and the w o rd /夕e (也 ) 0   servin g as a link , the

    pap er assum es th at the eo nstruetio n /za i (再 ) X P 夕e (也 ) V P 0  o rig inated fo rm the

construction /jishi (即使) zai (再) x P 夕"(也) v P ,,.
 K ey w ord s: za i (再 ) , 夕e (也 ) , con stru etion , in heritan ee

了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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