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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佳县方塌话中的“的儿”和“嘇”有相同的语法功能，即作为假设助词和话题标记。这两个词用

法的区别与句子的时态及情貌相关。“的儿”来源于近代汉语的“的话”，“嘇”来自于古汉语表示假设

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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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佳县话指佳县方塌镇的话。方塌镇位于佳

县西北部，西、北与榆林榆阳区接壤，西距榆林城 40

公里，东南距佳县县城 50 公里。《中国语言地图

集》划分佳县方言属晋语吕梁片汾州小片。

1．“的儿”和“嘇”的意义及用法

佳县方塌话中，“的儿［tr3］”和“嘇［s53 ］”具

有非常相似的语法功能。

1． 1 的儿

1． 1． 1 p 的儿，q

“的儿”作为句末语气词，用在复句的前项 p 末

尾，即在假设的条件后，表假设语气。它可以单独使

用，或是与表示假设的关系词“要 ( 是) ……，( 就)

……”共现。

( 1) 回去也一个人的儿，今黑地到我们伙窚圪

来。( 回 去 也 是 你 自 己 的 话，今 天 晚 上 去 我 们 家

住。)

( 2) 那各自要寻死的儿，谁也劝不住。( 他自己

要自杀的话，谁也劝不住。)

( 3) 夜儿没你的儿，那喝得醉不成那个。( 昨天

没有你在的话，他不会喝得醉成那样子。)

( 4) 你要是会修的儿，就给人家修给下。( 你要

是会修理的话，就帮人家修一下。)

( 5) 明儿下下雪的儿，我就不去了。( 明天下雪

了的话，我就不去了。)

例( 1) ( 2) ( 3) 中，如果去掉“的儿”，“回去也一

个人”“那各自要寻死”“夜儿没你”就成了实言，全

句也就没有了假设的意味而成了实言因果句。例

( 4) ( 5) 中，“的儿”与“要 ( 是) ……，( 就) ……”共

同来表示假设。“的儿”、“要 ( 是) ”与“就”的隐现

是自由的，可以全部出现，可以只有某两个( 要是碰

上我，就一分钱也不给他。) ，但不能一个没有。如

果三个词都不出现，就成了实言因果句“你会修，给

人家修给下。”或病句“明儿下下雪，我不去了。”

需要指出的是，佳县方塌话中用语气词“的儿”

来表假设的情况，要远远多于使用关系词“要( 是)

……，( 就) ……”，或不使用关系词。而且，在“……

的儿，就……”句中的“就 ［tsou53］”，是作为副词表

强调，而非表假设。试比较:

( 6) 没钱的儿，就找你姐姐要。

( 7) 没钱的儿，找你姐姐要。

例( 6) 强调了“你姐姐”，而例 ( 7 ) 句中没有特

别的强调。

“的儿”也可以承接上文，直接用在代词“那”或

副词“不”之 后，构 成 凝 固 格 式“那 的 儿”、“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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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作为一个小句来表示假设的条件。

( 8) ( 你去) 那的儿我就不应去了。( 你去，这样

的话我就不用去了。)

( 9) 给挣钱儿着了么，不的儿而各的人谁给你

修路了。( 付了工钱，不然的话现在的人谁会给大

家修路。)

1． 1． 2 NP /VP + 的儿

“的儿”作为话题标记。

( 10) 二媳妇子的儿，一天价懒得连饭也不做。

( 二媳妇的话，整天懒得不做饭。)

( 11) 吃肉的儿，谁也吃不过那。( 论吃肉的话，

谁也比不过他。)

( 12 ) 鱼儿要天每儿喂了，花儿的儿，三天浇一

回就行了。( 鱼要天天喂，花儿的话，三天浇一次就

可以了。)

1． 2 嘇

1． 2． 1 p 嘇，q

“嘇”也用在复句的前项 p 末尾，表示假设语

气。

( 13) 你早些说嘇，还能赶上个顺车走了。( 你

早点说的话，还能搭上一辆顺路车。)

( 14) 我要是会修嘇，我早就给人家修了。( 我

要是会修理的话，我早就帮人家修了。)

( 15) 下上场雨嘇，就能把路上的黄尘压住些

了。( 下一场雨的话，就能把路上的尘土压住点儿

了。)

( 16) 夜儿嫑淋那场雨嘇，也感冒不了。( 昨天

要是不淋那场雨，也不会感冒。)

( 17) 那后生长得再高些嘇，可能说个好婆姨。

( 那个小伙子长得再高点儿的话，能找个很好的妻

子。)

“嘇”还可以用在两歧假设句中，句子以正反对

举的形式列出两难的境地。

( 18) 去行礼圪嘇，忙得顾不上; 不去圪嘇，人家

专门来请了一回。( 去参加婚礼吧，忙得没时间; 不

去吧，人家专程来邀请了一趟。)

“嘇”也可与“要( 是) ……，( 就) ……”同用，但

同样不用关系词的情况为多。而且两歧假设句中不

用关系词。

因为在对话中的承前省略，句子紧缩，一些与

“嘇”经常搭配的词和“嘇”凝固，形成了“要嘇”、

“不嘇”、“那嘇”、“晓嘇”这样的紧缩形式，其中“晓

嘇”最为奇特而又常见。其实，“晓嘇”的高频使用

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对已然事件的假设

常常是假设能更早地获得某些信息，即“早就晓得

某事”，这样“晓嘇”就凝固了下来。

( 19) 晓 得 你 进 城 去 嘇，给 我 捎 的 买 上 些 药。

( 知道你进城去的话，顺便帮我买些药。)

例( 19) 在对话中可以承前省略，常说成说“晓

嘇给我捎的买上些药。”其它如:

( 20) ( 今儿下雨) 晓嘇，夜儿敢就把衣裳洗了

么。( 知道今天下雨的话，昨天就把衣服洗了。)

( 21) 要嘇你早些起身，黑天打洞价操心碰上一

下了。( 要动身的话你应该早点儿动身，天黑了小

心磕碰。)

( 22) 那阵儿价解不下学么，不嘇我也考上大学

了。( 那时候不懂得学习，不然的话我也考上大学

了。)

1． 2． 2 NP /VP + 嘇

“嘇”作为话题标记。

( 23) ( 机场可远了) 那嘇还不如坐火车圪快。

( 机场很远，那样的话坐飞机还不如坐火车快。)

( 24) 大媳妇子嘇，常有病了，甚营生也不能做。

( 大媳妇经常生病，什么活儿也不能干。)

( 25) 走 路 嘇 能 走 了，就 是 各 自 做 不 了 饭 了。

( 走路的话可以，就是不能自己做饭了。)

2．“的儿”和“嘇”的异同

“的儿”和“嘇”都有表示假设语气和作为话题

标记的语法功能，它们在句中出现的位置和条件也

相同。很多情况下，二者可以互换。如例 ( 3 ) 可以

说“夜儿没你嘇，那喝得醉不成那个。”例( 14 ) 可以

说“我要是会修的儿，我早就给人家修了。”

但“嘇”作为假设助词用于过去时态。用“嘇”

的假设句都是假设已然事件未发生或未然事件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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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能用在将来时中表假设。而“的儿”没有这样

的限制。如:

( 26) * 你要明儿去嘇，我跟你去来。

( 27) 你要明儿去的儿，我跟你去来。( 你要是

明天去的话，我跟你去。)

但是如例( 18) ，“嘇”可用在两歧假设句中，“的

儿”不能。

( 28) * 去行礼圪的儿，忙得顾不上; 不去圪的

儿，人家专门来请了一回。

从这种用法上的限制出发，进一步比较二者所

在的假设句的语气差别，我们可以看出，“的儿”更

多地表示的是条件，是后项 q 实现的条件，如果遵照

条件来实行，后项 q 是可能实现的。“嘇”更多地表

达了一种“如果能这样多好”的遗憾的语气，因为前

项 p 实行的时机已逝。据此可将二者所表达的语气

区分为假设类虚拟语气和愿望类虚拟语气( 邢向东

2006: 155 － 194) 。

用在话题句中时，“的儿”和“嘇”其实都是出现

在列举的语境中的。例 ( 10 ) ( 11 ) ( 12 ) ( 23 ) ( 24 )

( 25) 说话的语境往往是“大媳妇子怎么样，二媳妇

子怎么样。”“干活怎么样，吃肉怎么样。”“鱼儿要怎

么样，花儿要怎么样。”“坐飞机怎么样，坐火车怎么

样。”“走路怎么样，做饭怎么样。”

将“的儿”和“嘇”互换使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

存在问题的。仔细比较我们发现，话题句中的“的

儿”和“嘇”还和情貌相关。试比较:

( 29) 娘老子嘇，忙顾不上寻去; 学校的儿，娃娃

们一出大门就不管了。( 父母忙得顾不上去接孩

子; 学生出了大门学校就不管了。)

( 30) 大媳妇子嘇，常有病了，甚营生也不能做;

二媳妇子的儿，一天价懒得连饭也不做。( 大媳妇

经常生病，什么活儿也不能干; 二媳妇的话，整天懒

得不做饭。)

在例( 29 ) ( 30 ) 内，“的儿”和“嘇”是不能互换

的。“的儿”表达了说话人对事件持否定的态度;

“嘇”则表现了说话人对不理想事件遗憾和无可奈

何的语气。

虽然有诸多细微的差别，但“的儿”和“嘇”都有

表示假设语气和作为话题标记的语法功能这一特性

还是比较特别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将二者放在一

起讨论的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江蓝生

( 2004) :“话题句与假设句有同质关系: 话题是预设

的陈述对象，而假设是以一个虚拟的条件为话题，二

者有本质上的相似性( 假设分句都可以看作话题成

分，但话题成分却并不都是假设分句) 。于是通过

功能扩展，它们的语法功能又都相通。”

3．“的儿”和“嘇”的来源

要考察“的儿”的来源，我们应将它与邻近方言

的“动”及共同语中的“的话”联系起来看。

神木方言:

( 31) 你想睡动睡去罢。( 你想睡的话就去睡

吧。)

当中的“动”读［tu］。根据神木方言的儿化特

点，“的［t?］”的儿化“的儿”读作［t］( 如果有的

话) 。“的儿［t］”与“动［tu］”音近，只是舌位高

低略有不同。神木方言中的“动”可看作即是佳县

方塌话中的“的儿”。

佳县沿河方言:

( 32) 你想睡动儿睡去罢。

当中的“动儿”读［tur］，但其介音［u］只是一

个迅速的展唇动作，并不清晰。方塌镇的［tr］与之

相比，只是较轻快而已。

这说明“动”、“动儿”即是“的儿”。而佳县方

塌话中的“的儿”，意义与用法与共同语中的“的话”

严整对应，故应看作是“的话”的省略并儿化。

“的话”作为现代汉语最兴盛的假设助词，据江

蓝生( 2004) 考察，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中才开始

出现。江蓝生认为它是由跨层次非短语结构“说

……的话”，经省略、位移词汇化成为话题标记。由

于话题标记与假设助词本质上的通用性，“的话”又

扩展应用到假设分句。

邢向东( 2006: 163) 指出，“嘇”来源于古汉语的

“时”。龙国富、叶桂郴 ( 2005 ) 认为，“‘时’用作假

设语气在后汉译经已经出现”。据江蓝生( 2002)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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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当“时”出现在时间条件短语或小句末尾，表示

动作或事态是没有实现的，或“时”的词义弱化时，

就发生了语法化。经历了“时间名词→时间名词或

假设语气助词两可→假设语气助词→一般停顿语气

助词→名词话题标记”的语法化过程。而佳县方塌

话中表假设语气和作为话题标记的“嘇”，就是语法

化层次不同、语法功能不同的“时”的共时存在。邢

向东( 2006: 166) 又指出，“时”原表对未然情状的假

设，后与其他虚词分工，专表对已然情状的假设。

4． “的儿价”和“嘇价”

前文所述用例中，无论是表示假设语气还是作

为话题标记，“的儿”和“嘇”后面全部可以加“价

［ie34］”，变成“的儿价［ tr3ie34］”和“嘇价［s53

ie34］”，全句的意思不变。

佳县方塌话中，“价”的使用频率非常高，语法

功能丰富。如其它陕北沿河方言一样，可表示状态、

方式，也可表示时间( 邢向东 2006: 182 ) ，但不能如

吴堡话那样单用来表假设。

吴堡方言:

( 33) 我想吃价，各人会闹嘞。( 我想吃的话，自

己会去做。)

佳县话:

* ( 34) 我想吃价，各人会闹嘞。

( 35) 我想吃的儿，各人会闹嘞。

( 36) 我想吃的儿价，各人会闹嘞。

( 37) 我想吃嘇，各人闹圪览。( 我想吃的话，就

自己去做了。)

( 38) 我想吃嘇价，各人闹圪览。

加不加“价”是自由的，加与不加语义上没有变

化，区别只是语气上更为舒缓，这里的“价”应看作

是一个单纯表提顿语气的语气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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