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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话表过去时的
“
来

,

邢向东

。
.

1 神木话属晋语方言陕北片
。

该方 ⑦我还没去过 西安来喻
。

言有两个表时制 的助词
:
过 去 时 “

来
” ⑧甚会 儿 了还没吃饭来嘲 1

(音 〔 }
。
一 } 〕 )

,

将来时
“
呀

” ( 音 1
.

1
.

2 在选择问的正反问中
, “

来
”

〔 i a . `

{ 〕
、

轻声 )
。

本文描写
“
来

” 的 置于否定副词
“
没

” 之前
。

如
:

用法
。

⑨到把 儿去去 来没 ?

。
.

2 神木话
“
来

”
的性质和用法很复 L你听说过这个人来没?

杂
,

有趋向动词
、

表祈使的语气词和 时制 1
.

2 从句型看
, “

来
”
可用于动词性

助词
。

趋向动词
“
来

”
不必举例

,

表祈使 谓语句
、

形容词性谓语句
、

名词性谓语句

语气的如
:

和主谓谓语句
。

①去我们家去 来
。

① 1
.

2
.

1 在动词句中
,

除一般 动 词 之

②咱们一搭耍来
。

外
, “

来
”
还可用于

a
有字句

”
和

“ 是字

表过去时的助词
“
来

”
与其他

“
来

”
句

” :

的渊源关系尚待进一步考察
,

但界限是清 L家里有三间正房来 了
。

楚的
,

本文除个别地方外
,

一般不涉及其 @ 这搭儿原来有一口井来 了
。

他用法的
“
来

” 。

L我 大原来是老师来 了
。

1
.

0 时制 ( T e n s e )不同于时态 ( A
一

0 柱柱解放那阵儿是张财主 的长工来
s p e e t ,

又译作态
、

体 )
,

它是指话语 所 了
。

述情状发生的相对时间
,

是跟整个句子密 1
.

2
.

2 “
来

”
用于形容词性谓语句

切相关的
。

表达时制关系
,

必须在时轴士 如
:

有参照点
,

神木话
“
来

”
所表示 的 过 去 L这孩讶 儿原根儿可畔来 了

。

时
,

参照时 间只能在话语中提到的说话前 L两邂追 ( 袖嫂 ) 可亲热来了
。

某一刻或说话时
,

不能在说话后
。

例如
:

士两例也可不用
“
来

”

③我那回 见你着你还没念书吻
。

O 这孩讶 儿原根儿可胖嘲
。

④我种黑豆去来 了
。

L 两邂返 可亲热嘲
。

例③参照时间为 “ 那回见你着
” ,

在说话 但两类句子语义有别
: “

来 字 句
”
隐 含

前
,

④即说话那一刻
。 “

后来不胖了
” 、 “

后来不亲热了
” ,

是叙

1
.

1 在句中
, “

来
” 必须与句末的语 述的口气

,

例 O L 则只在描 写 “
胖

” 、

气词或否定副词同现
。 “

亲热
”

的情况
,

没有蕴含义
。

尤其例L
,

1
.

1
.

1 在陈述句中
, “

来
” 位于语气 由于不用时 间词

“
原来

” ,

只能理解为属

词之前
: 于现时的情状

,

与
“
来字句

”
意义相反

。

⑤年 时腊月我还见你大来 了
。

1
.

2
.

3 名词性谓语句
, “

来
”
多用在

⑥正 月十五进城看红 火去 来 了
。

说明数量
、

价格的句子中
:



必二年级着三个人一间来 了
。

L五分钱一 斤来 了
。

“来
” 用于主谓谓语句例见下文

2
.

0 从句类 ( 语气 )看
, “

来
”
可用

于陈述句和疑问句
,

不能用于祈使句和感

叹句
。

②
2

.

工
.

1 在陈述句的肯定句和否定词是
“
不

”
的否定句中

,

同
“
来

”
`

搭配的语气

词是 “ 了 ” 。

句子所 述情状既可与事实相

符
,

也可与其相反
。

前者如
:

@ 我见你大来 了
。

@ 我问他做甚去来 了
,

他说跟同学上

山耍去来 了
。

后者如
:

L本来能治好来 了
。

( 可是… … )

@ 本来想种匆七黍来 了
。

( 后来… … )

上两例分别叙述曾经有过某种可 能 或 愿

望
,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

结果与初衷

相反
。

这些表示事与愿违的句子
,

通常有

后续句
,

且句中常用状语
“
本来

” 。

更进一步
,

对以前的事表示遗憾
、

惋

惜
,

要用
“
不

、

如
” 、 “

不 顶
” 、 “ 哪

如
” 、 “

哪顶
”
等语气副词

,

句子带有虚

拟性
:

⑧我也不如去看去来 了
。

L咱们还不 项不 发 言来 了
。

@ 哪如你也考去来 了
。

L哪项不理狗 的来 了
。

例LL带有反问的口气
,

感情色彩较

强烈
。

其同类说法是
:

L哪如不要去是价 1

L哪如不 要煮是价 ,

“ 是价
” 是表示假设的语气词

,

它已

表明客观事实与句中所述相反
,

故不必用
“
来

” 。

2
.

1
.

2 对以前的事实加以强调
,

动词

性谓语句中通常连用副词
“
可

” 、 “
也

”

@ 你妈那阵可也受苦来了
。

O 婆婆媳妇 子可也淘气来 了
。

形 容 词 谓语句则独用
“ 可 ”

或
“
海

( 很 ) ,, :

L神木城那会儿可 ( 海 ) 好盛来 T
。

匆原来看去可 ( 海 ) 大来 了
。

(尔即

觉见猴捻捻价 )

2
.

1
.

3 在 否定词为
` 没 ”

的 否 定 句

中
, “

来
”
后要用语气词

“
嘲

” ,

前面常

加副词 “还
” :

L我们 没吃饭来啦
。

L作业没作下来嘲
。

O 水还 没暴来嘲
。

L还 没等当上官儿来吻
,

人情就送下

一大堆
。

2
.

1
.

4 在对话环境中
,

动词性谓语句

可以省略谓语动词等成分
,

只保留主语
、

“
来

”
和语气词

。

如
:

L谁开门来 了?

—
我来 了

。

L你妈妈开 门常不 闭
。

— 不是我妈
,

我爸爸来 了
。

2
.

2 在疑问句中
, “

来
”
的作用非常

重 要
,

句中主要成分大多可以省略
。

{ .2 2
.

1 是扑问
。

神木话没有专表是非
,

问的语气词
,

也没有特殊的是非问结构
。

偏
’ J 一 ` ’

“ “ r
’

“ ~
’
` 一

’

“
` 一 ’ 一

’ 一

” 一 ”
’ ` 一 ”

. 研 -

因此完全依赖上升语调表达是非问语气
。

用 “
来

” 的情况也同陈述句一样
,

不需赘

述
。

2
.

2
.

2 特指问
,

语气词仍用
“
了

”

③
。

问人物的
,

结构可全可省
,

省略句如
:

⑨谁来 了?

L甚来 了?

例⑨的 “
谁

”
可能是主语 ( 谁干 这 事 来

了 )
,

也可能是宾语 ( 刚来的是谁来了 )
。

@ 的完整形式是
`

你要 (问
、

说
、

做… … )

甚来了
” 。

两例均省去了谓语动词
,

靠语

言环境帮助传达信息
, “

来
”
则指明问的

是已发生过的事
。

母Z



问时向
、

处所
、

数量的也可 这 样 省

略
:

L哪来 了?

⑧共`色方 儿 来 了 ?

画哪夜 儿 ( 甚会 儿 ) 来 了?

阿 几斤 ( 多少 ) 来 了 ?

句中仍保留疑问代词 ( 或数量词 )
。

时制

助词和语气词
。

询问价格的句子是主谓谓语句
。

如
:

O 豆 茅一块 钱 几斤来 了?

L鸡蛋 一 斤几块钱来 了?

这类问句既可问已买到东西的人
,

也

可问卖主
,

隐含 “ 刚才卖什 么 价
” 的 意

思
,

但话语 中很少加 上动词
。

省略时
,

一

般只省去主语和不问自明的单位
。

如 :

L ( 山药 ) 儿斤价来 了 ? ( 论元 〕

L ( 羊 肉 ) 几块钱价来 了? ( 论斤 )

注意
,

这时在数量词组后带词尾
“
价

” 。

询问方式
、

状态
、

原因等
,

均 可 省

略
:

(5 ” 咋来 了? ( 你的手咋来 了 )

( 5 2 ) 咋价来 了 ? ( 他把你咋价来 了 )

(5 3) 咋的个来 了? ( 这 东西 原来是咋

的个来 了 )

( 5 4 ) 为甚来 了 ? (
;
礴个 为甚嚷来 了 )

例 ( 5 1 )询间人
、

物自身发生 了何事
,

(5 2 )

询向事情的发生
、

经过
、

结果等
,

(5 3) 询

问事物 以前的状 况
,

( 5 4 )询问事 情 的 原

委
。

由以上可见
,

有
“
来

” 的特指 问句经

常用省略形式
,

一般只需保留疑 问代词
、

“
来

” 和 “ 了 ” ,

其他成分均可省略
。

④

带
“
来

” 的特指问句也可表反问
,

不

过要用完整形式
:

( 5 5 )谁叫你去来 了戈

( 5 6) 你哪 见我来 了 !

2
.

.2 3 选择问
。

两分句 都 需 用 “
来

了 ” :

( 5 7) 我叫你着你看书着来了
,

写作业

苦奈了 ?

( 5 8 )上大学前你 当工人 着来 了
,

括 队

着来了?

其中的正反问可用
“ 叹不是 … … 来了

”
句

式
:

`5 9) 铁蛋是不 是跟 你说来 了 ?

( 60 ) 你是不是 骂人家来了 ?

但最常见的形式是用
“ 没 ”

代替
“ 了 ” :

( 6 1 ) 你吃来 没 ?

( 6 2) 你去过西安来没 ?

( 63 ) 正 月转灯游会来没 ?

( 6 4) 给孩仔儿过 互 岁儿来没 ?

例 ( 6 1) 也可不用
“
来

” ,

说成
“

你吃没
” ,

但两句话意义差别较大
。 “ 吃来没

” 是 已

知有某种食物
,

问对方
“ 吃没吃 ” ,

肯定

回答为
“ 吃来了

” ;
而 介吃没 ”

则与
“
吃

了没 ”
同义

,

问的是
“ 吃过饭没

” ,

肯定

回答是
“ 吃了 ” 。

二者的否定回答部分相

同
,

即 “ 没吃来吻
” 或 t’ 没来吻

” ,

不过

后者还可回答
“ 没吃嘲

” ,

前者不可
。

( 62 )也可 省略
“
来

” ,

省略后语义差

别不大
,

只是带
“
来

” 的句子含有强调时

间的意 味
。

例 ( 63 ) ( G4) 不能没有
“
来

” ,

否则时

制关系不明确
,

也就不成话 了
。

3
.

0 本节考察
“
来

” 与时态助词
、

趋

向木卜语时搭配情况
。

3
.

1 神木话有下列时态助词
:

进行态

“ 着 ” ,

占经态 “ 过 ” ,

完成态
“ 了 ” ,

以及可兼表完成态的
“
下

” ,

实 现 态 的
“ 上 ” ,

起始态的
“
起

” 。

3
.

1
.

1 “
来

” 同进行态助词
“ 着 ” 配

合
,

只用于 肯定句和特指问
、

选 择 问 句

( 正反间除外 )
、

叙述或询问过去某时正

在进行或持续的动作
、

行为
。

如
:

(6 5 )你吼我着我作作业 着来 了
。

( 6石) 我才丁电话那 阵儿你们 耍扑 克儿 着



来了
,

打麻架着来 了?

` 6 7 )那夜 儿晌午你做甚着来 了 ?

各例对应的否定句或正反问句是
:

( 68 )我吼 你着你做作业 着不 ?

( 6 9 ) 你打 电话那阵 儿我们甚也 没玩
。

( 7 0 )那夜 儿 晌午我甚也 没做
。

3
.

1
.

2 “ 来 ” 同 曾经态助词 “ 过 ” 配

合
,

既可用于 肯定句
,

也可用 于否定句
。

前者如
:

( 7 1) 原来提过 这 亨 情 来 了
。

( 后

来
· ,

一 )

( 7 2) 猴 着见去 来了
。

( 大 了 策得 之利

认不 得 了 )

以 上所述
,

都是曾经发生过而对现在 已无

影响的事
,

大多有后续句
, “ 过 ”

不能省

略
。

用于否定句如
:

( 7 3) 我还没听过来嘲
。

( 7 4 ) 你还没体验过来啦
。

各句所述均为到现在为止 尚未发 生 过 的

事
,

一般不需后续句
, “ 过 ” 可以省略

。

“ 过 ” 、 “
来

” 搭配
,

还可用于正反

问句
,

或用该句式表反问
。

如
:

( 7 5 ) 你原来 冠过这 种牛来没 ?

( 7 6) 你听说过这件事来没 ?

( 7 7) 你长这 么大吃过个 东西 来没 j

〔7 8 ) 你见
J

过个钱来没 !

为强调反问语气
,

( 77 ) ( 7 8 ) “ 过 ” 后带有

虚化了的量词
“
个

” 。

3
.

1
.

3 “
来

”
同完 成态助词

“ 了 ”
配

合
,

多用于肯定句
:

(路 )我就是戒 了烟来 了
。

( 又 吃 上

了 )

(8 0) 两个年叶吹 了来 了
。

( 后来 又好

了 )

( S D 任 务就完 了未了
。

( 后 来 又 加

了 )

(8 2) 胃病好 了来 了
。

( 后 来又 犯 了 )

句子叙述过去本 已完成或结束
,

现在又发

生了变化的事
, “ 了 ”

不能省路
。
一 般需

有后续句
,

表 明事情发生了新变化
。

a 了 ” 、 t’
来

” 合用于否定句似乎有

些累赘
,

如
:

( 8 3 ) 尔即还 没完 了来嘶
。

( 8 4 )柱柱还没成 了亲来啦
。

句中
“ 了 ” 以不用为常

,

尤其在动词带宾

语时
。

此外
,

各句均可保留
“ 了 ”

而去掉
“
来哟

” ,

只是语气有所减弱
。

3
.

1
.

4 “
来

”
同兼表完成态的

“
下

”

配合
,

肯定句需带后续句
,

否定 句 则 不

必
:

( 8 5) 我看见疵下下蛋来了 么
。

( 咋价

就寻不 上 了 )

( 8 6) 猪肉 术来长下来 了
。

( 叫厨子拿

走 了 )

( 8 7) 钱还没预冬下来嚼
,

( 8 8) 饭还没 做下来嚼
,

其他的
,

如
“ 董下乱子 了 / 做下坏事

了 / 跌下四五六顺了 / 兴下毛病了 / 管下

不是了 / 多下了 / 冷下了 / 红下了 / 疼下

了 / 猴下了 / 宽下了 / 窄下了
”
等

,

由于

意义关系
,

都不能用
“

来
” 。

可见
, “

来
”

同 “
下

” 搭配是很受限制的
。

3
.

1
.

6 “
来

” 同兼表实现态的
“
上

”

配合
,

可用于肯定句和否定句
,

前者叙述

过去本 已实现的情状
,

有后续句
,

后者叙

述现在还未实现的情状
,

无后 续 句
。

例

如
: 奏

( 8 9) 学校就是上上课 来 了
。

( 后 来

(9 0) 本来就烧 上 火来 了
。

( 忘 了放炭

又止包了 )

( 9 1) 还没起上面来嘟
。

( 9 2) 自来水还没 用上来晰
。

3
.

1
.

6 “
来

”
同兼表起始态的

“
起

”

配合
,

肯定句叙述过去本 已开始的事情
,

动词一般不带宾语
。

如
:



伪3 )孩份儿就是吃起来了
。

( 肚子难

活得 又不 吃 了 )

(9 4) 天就冷起来 了
。

( 这 两 天 又 晚

了 )

各句所带后 续句
,

都是将前后情状加以比

较
,

前后句中常由
“
就 (是卜

, ·

… 又
·

一
”

呼应
。

否定句不需带后续句
,

而常 用 副 词

“
还

” :

( 95 ) 天还没冷起来嘲
。

( 9 6 ) 水还没响起来嗡
。

3
.

1
.

7 总之
, “

来
”

同时态助词合用
,

肯定句大多需有后续句
,

这是因为
,

过去

时与某种时态结合
,

表达的是某人
、

物
、

事以前某时的情状
,

在说话时
,

这些情状

或者 已不存在
,

或者发生了某种变化
,

因

而需有后续句说明现在的情况
,

句间常用

副词 “
本来

” 、 “
就 ( 是 )

”
与

“ 后来
”

( 时间名词 )
、 “ 又 ”

等前后呼应
。

否定

句没有后续句
,

是 由于它所叙述的是迄今

尚未存在过的情状
,

这种情状以后是否出

现
,

说话者并不关心
。

3
.

2 神木话
“
去

” 、 “
来

”
作趋 向补

语极为常见
,

时制助词
“
来

” 与它们连用

的情况也很值得注意
。

3
.

2
.

1 “
来

”
可同

“
去

” 合用于肯定

句和疑问句
。

例如
:

( 9 7) 我们去烈士 陵园扫墓去来 了
。

( 9 8) 三三 又耍水去来 了
。

( 9 9 )上街做甚去来 了 ?

( 1 0。 ) 你去去来没 ?

其他如
“ 士山去来了 / 串门子去来了 / 请

人去来 了 / 喝酒去来了 / 耍扑克儿去来 了

/ 看红火去来了 / 出差去来了 / 旅游去来

了 ”
等

, “
去

” 都不能省略
,

否则或不成

话
,

或意义大变
。

如例 ( 1 0 0) 尽管
“
去去

”

( 不同音 ) 连用有叠床架物之嫌
,

仍在所

不避
。

3
。

2
.

2 “
来来

”
连用

,

与 ( 1 0 0) 相仿

的例子如
:

( 1 01 ) 你妈来来来 了?

( 1 0 2) 你妈 来来来没 ?
来来来 了

。

这是谓语动词
“

来
”

十趋向补语
“
来

”

十时制助词
“
来

” ,

其 中 补 语
“
来

”
轻

读
,

说快了可省略
。

但完整形式 同 样 自

然
、

常用
。

“
来来

” 连用的其他例子如
:

( 1 0 3 ) 你妈寻你来来了
。

( 1 0 4 ) 二柱前晌还修 自修车来来 了
。

( 1 0 5) 那夜 儿本来要仃书来来 了
。

( 1 0 6 ) 水霞做甚来来 了?

各句的
“
来

” 一般不能省略
,

有的可有后

续句
。

“
去来

” 、 “
来来

”
连用不见于否定

句
。

否定句中只用
“
没去

” 、 “
没来 ” 表

示事情未曾发生
,

时制已明
,

如再加时制

助词
,

则成蛇足
。

4
.

1 时制关系
,

在普通话里没有系统

的表达方式
,

而神木话则有
“
来

”
表过去

时
, “

呀
”
表将来时 ( 现在时没有专用助

词
,

是零形式 )
,

而且
,

据 目前掌握的材

料看
,

整个晋语方言都有这两个 时 制 助

词
。

士述事实显示出方言之间语法范畴发

展的不平衡性
。

4
.

2 需待解决的问题是
:

第一
,

深入

探究各时制
、

时态助词及兼表时态的趋向

动词的用法
,

建立神木话时制
、

时态表达

系统
。

第二
,

搞清
“
来

” 的来龙去脉
,

如

它在 近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
,

同趋向动词
“
来

” 是否存在渊源关系
,

有没有可能是

北方少数民族语 言的借入成分等
,

以考察

语法范畴形成
、

发展 中的一些规律
。

附注 :

①神木话 “
去

” 的读音 因功能而异
,

做 谓 语 动词读 〔 k
` “ ? 成〕 ( 送 气 )

,



做趋向补语读 〔交。 ?
.

{ 〕 ( 不 送 气
、

轻声 )
。

参见 《 内蒙师大学报 》 1 9 8 6年 3

期拙文 《 神木方言的语法特点 ( 续 ) 》
。

②看下面的祈使句
:

先不要忙 来吻 !

不要端来吻 ,

a
来喻

”
可一同省略

, “
来

” 是表委

婉的祈使语气的语气词
。

③神木话不带 “
来

”
的特指问句

,

语

气词是 `吻万
,

如
:

谁叫你去嘲?

要甚吻?

你咋价嗬 ?

④笔者认为
,

既然不完全形式运用频

率极高
,

有时又难以确切地指明省掉的成

分
,

那么就不能笼统地统之为
“
省略

” 。

本文这样用只是为了行文方便
。

也 许 用
“
不完全形式

” 更为确切些
。

( 上接 第 36 页 ) 每个旧 的农业经营 制度 被 取

缔
,

都因为该经营制度的局限性
。

当代陕北农业乃至 中国农业经济的萎缩以及同世界各

国间距离的不断加大
,

充分暴露了谷物农业经营制度的缺陷
,

面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

环境的 日益恶化
,

用农业生态经济的理论为指导
,

把种植业与养殖业
,

环境保护与土壤

培育有机结合起来
,

使农业经济系统的能量流 ( 主要来源于太阳 ) 和物质流 (主要来源

于土壤 ) 按一定的量比关系
,

充分而有效地进行多层次的利用 ( 特别是系统 中废弃物的

利用 )
,

构成一个协调的多样化立体模式和多级循环利用的闭合的复合生态模式
,

从而

保证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

本文立足于陕北高原农业经济的现状
,

提出了粮
、

林
、

草
、

畜的平面和立体结合
、

混合经营的复合生态模式
,

然 而生态农业经营制度的内容远

不止如此
,

其必 将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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