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言 年第 期 — 页 年 月 日 出版于北京 ）

陕北神木话的语气副词
“

敢
”

及其来源

邢 向东 周利芳
陕西师大文学院 陕西师大国 际汉学院

提要 陕北神木话中 语气副词
“

敢
”

的基本作用是表达确认语气 即主观上认为
“

确 实如 此
”

的抽象意

义 用于多种句型和句类 。 本文描写
“

敢
”

的用法
，并与晋语其他方言进行比较 。 文章还结合元代汉语文

献 ， 讨论了 语气副词
“

敢
”

是表可能的助动词
“

敢
”

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 。

关键词 晋语 神木话 敢 语气副词 确认 来源

陕北神木话有一个使用 频率极高 的语气副词
“

敢
”

， 表示确认语气 义为
“

确实如

此
”

。 可用于多种句类 ，韵律上总是轻读 ，并可有短暂停顿 。 本文主要描写副词
“

敢
”

的意义和

用法 并结合近代汉语 口语文献 ， 讨论
“

敢
”

表确认语气的用法的来源 。

壹 单句中的 敢
“

敢
”

用于陈述句 表达
一种说话人主观上认定

“

确实如此
”

的语气 句末多有语气词
“

么
”

配合 。 例如 ：

①你而 敢甚也不应愁了么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发愁了嘛 。

②谁也敢有个三亲六故嘞么谁都有个三亲六故嘛 。

③个儿养下的敢要个儿管嘞么 自 己 生的要 自 己 管嘛 。

④那二年敢穷得没吃的 么那几年穷得没吃的嘛 。

‘

既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推断 ， 又表明做出推断的依据是客观事实和情理 这种主客观的双重

性正是
“

敢
”

的作用所在 ， 即表达
“

依据客观事实 、情理做出的肯定性推测
”

。

“

敢
”

字句末尾一般带语气词
“

么
”

① 而
“

么
”

是个具有强烈主观色彩 的语气词 邢 向 东

， 表示
“

正是如此、 理当如此
”

，
并带有夸张语气 。 那么

“

敢
”

字句的
“

确认
”

语气 ， 是不

是由
“

么
”

带来的 呢？ 请看例句 ：

⑤那个敢解不下他是因为不懂 。 （语境 ： 他因事情没做好而受到指责 。 ）

⑥我们敢可也穷来了我们那时候可穷 了 。

⑦你 爸爸敢就这么个人你爸爸确实就这么个人 。 （语境 ： 他爸爸做了叫人不满的事 。 ）

⑧我敢觉见爽利没意思我觉得很没意思 。

本文是邢向东 的姊妹篇 。 黑维强先生 、博士生张永哲 、贺雪梅审阅初稿并提出意见 中 国社科院

民族研究生张军博士、 榆林学院高峰博士及贺雪梅 、 任丽霞等提供横山 、绥德 、榆林、清涧 、佳县话语料 。 在第

六届汉语方言语法国 际学术研讨会 ，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绵 阳 大会报告时 ， 承蒙与会专家提

出宝贵意见 。 特此致谢。

① 字面上看 有时句尾连用语气词
“

嘞 么
”

但
“

嘞
”

是属 于内层的 ，
其结构层次是

“

么
”

。 因此
，
不宜将

“

嘞么
”

分析为 同
一个语气词

， 或简单地称之为语气词连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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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
“

么
”

时 句子
“

正是如此、 理当如此
”

的 口 气有所减弱 ，
夸张色彩消失 ， 但

“

确实如此
”

的

意义仍在 。 如例⑤
，
说话人向对方强调 ， 他之所以没有做好某件事情 ， 是因 为他不懂 ， 而不是故

意的 。 所以最合适的后续句是
“

你敢给他好好教给下儿你好好儿教教他 。

”

带
“

么
”

时语气强烈 ， 所

以后续句大多为反问句 ，
不带

“

么
”

时语气减弱 所以后续句一般是陈述句 。 由 此看来 ， 句子中

主观确认的语气意义主要是由
“

敢
”

来表达的 而
“

么
”

的作用则是增强语气 。

上述例句也可不用
“

敢
”

， 如
“

你而裏甚也不应愁了 。

“

你 爸爸就这么个人 。

”

这时 ，

句子没有
“

确实如此
”

的意思 ， 只是一般的陈述 。 这证明
“

敢
”

的确给句子带来
“

确实如此
”

的抽

象意义 ， 超越了表达内容的真假 、可能性 、必然性 ，属于语气范畴 。

“

敢
”

字句大多要求句末带语气词
“

么
”

，
两者时常共现 ，形成

一

种表里关系 ， 前者为
“

里
”

， 后

者为
“

表
”

。 神木话
“

么
”

与其他语气词连用时 ，
总是处于最后的位置 属于句子最外层 。

“

敢
”

与
“

么
”

配合 在单句中的辖域也是全句 ， 是处于最外层的语气副词 。

“

敢⋯ ⋯么
”

形成一种语气
“

包络
”

把句子包涵在 中间 ， 加强了句子表达主观情态的力度 。

“

敢
”

用于祈使句 、疑问句和感叹句

一祈俾句 。

“

敢
”

的作用是通过表达
“

确应如此
”

的意思来加强说服力 。 例如 ：

⑨你敢不要这么价你可别这样 。

⑩你敢把那利索些儿你利索点儿嘛 ！

看你瘦成甚 了 ？ 你敢把那多吃上捻儿肉你多 吃点 肉 。

你敢给老王打上个电话 。

例⑨如不用
“

敢
”

就是直接的命令 ， 带
“

敢
”

就有
“

从情理上讲
”

的意思 ， 有劝说的意味 。 试加

上后续句
“

你敢不要这么价 。 你 妈也敢不容易么 。

” “

你敢不要这么价 。 连你也这么价

起
，
其他人还不知道该咋价嘞连你都这样的话 其他人还不知该怎样呢 。

”

有些祈使句是表商量、请求的 。

“

敢
”

的作用是确认如此请求具有充足的理由 。 对 自 己所

提要求的合理性加 以确认 ， 目 的是增强句子的祈使力量。 例如 ：

裏儿敢教我歇给一天吧么今天让我歇一 天吧 。 （语境 连续好多天没休息了 。

￡教我们也出上一

回 国吧么 。 （语境 ：对方已经出 国多次 。 ）

二疑问句 。

“

敢
”

不能用于一般问句
， 只 能用于表示揣测 的问句和反问句 。

“

敢
”

通过确认 自 己 的判断来弱化疑问语气 ， 同时强化要求印证的 口气 句尾语调 略

为上扬 句末带表揣测的语气词
“

吧
”

。 例如 ：

你 学校年时敢多考上了吧你们学校去年多考上大学生了吧？

这敢是刘锁锁那个小子吧这是刘锁锁的儿子吧 ？

你从前敢没见过这个阵势吧？

你敢有
一年不回老家了吧 ？

揣测句是表达信大于疑的疑问旬 。 不带
“

敢
”

时 ， 尽管句子倾向 于传信 ，但还是在
“

问
”

， 带
“

敢
”

后传信的意味更重 ， 只要求对方证实或同意 自 己的判断 。 这是
“

敢
”

的确认语气所致。 ①

单就揣测问句孤立地看
，
似乎其中

“

敢
”

的意义就是
“

大概
”

但联系它在陈述句 、 祈使句中

① 揣测 问句 中 的
“

敢
”

不是助动词
“

敢
”

，
这

一

点可 以用 否定词 的位置来证明 ： 助动词
“

敢
”

构成的否定式

揣测问句 否定词在
“

敢
”

前 ， 如
“

明儿不敢不会下雨吧
”

；
副词

“

敢
”

构成的否定式揣測 问句 ， 否定词在
“

敢
”

后 ，

如
“

你明儿敢不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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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法来分析 其意义是
一

贯的 ， 仍然是
“

依据客观事实 、情理做出 的肯定性推测
”

，
比单纯 的

“

大概
”

要复杂得多 。

“

大概
”

的意义是通过语调和句末的
“

吧
”

表达出来 的 。 这可以通过变换来

测试 删除句末的
“

吧
”

则句 子都站不住 ； 删除
“

敢
”

后句子仍然站得住 ， 而且基本语气不变 。

“

敢
”

可以换成
“

大概
”

， 换用后就可以删除
“

吧
”

了 。

反问句 。 在对话中 指出对方要的某件东西 ， 或者强调说明某种结果是由对方所造

成时 可用
“

这敢不是 ⋯⋯
”

的 固定短语表示反诘语气 ，

“

敢
”

的作用仍然是确认。 例如 ：

⑩ 甲 ： 我的 书包哪去了 ？
——乙 ： 这敢不是 ？

这敢不是你要跟他一搭开煤矿嘞这不是你要和他一

起开煤矿嘛？

如不用
“

敢
”

反诘的力度有所加强 但减少了 确认的意义 。

“

敢
”

的作用是使反诘句带上
“

确实如此
”

的意味 而不是构成基本的反问语气 。

感叹句 。

“

敢
”

仍表
“

确实如此
”

句末必须带语气词
“

么
”

。 还形成一种惯用语
“

你敢是说

嘞么谁说不是呢
”

用祈使句表感叹 ， 表示完全赞同对方 。

“

敢
”
一

律不能删除 。 如 ：

而裏敢就这么个事情么现在 的事情嘛 就那样 ！

这孩伢儿敢就这么个搐磨人么这孩子就这样磨人嘛 ！

甲 ： 这么大个人连这么个事情也解不下不懂 ？
——乙 你敢是说嘞么

！

甲 ： 那么多钱了还在乎这两个嘞都那么有钱 了还在乎这点儿吗 ？ 乙 你敢是说嘞么
！

‘

贰 复句和语篇中的 敢
“

敢
”

在普通复句中用于前分句或后分句 ； 在紧缩复句中只用于后分句
“

敢
”

出现在前分句 频率很高 ，值得特别描写的是转折句和假转句 。

一转折句 。 带
“

敢
”

的转折句有两种 ，

“

敢
”

均起强化让步语气的作用 。

“

敢是 嘞么
”

式 ，表示姑且承认
，
充当前分句 。

“

说敢是说嘞么
”

是惯用语
，
意

思是
“

说是说⋯ ⋯

”

已成为神木人的 口头禅 ，
逐渐向话语标记语法化 。 例如 ：

穷敢是穷么 ， 人还得有志气嘞么穷差穷 但人也得有志气嘛 。

超贱敢是超贱嘞么 实际上也可亲嘞吧骂是骂 实际上挺亲 的 。

说敢是说嘞么 ， 真要买起谁舍得嘞说是说 ， 真要买的话谁能舍得？

说敢是说嘞么
， 而裏的人把这捻儿吃还说是说

，

现在的人把吃不当回事儿 。

前分句用 ⋯⋯么
”

后分句用反问相呼应 ， 前后分句之间意义逆转 。 如 ：

你个儿敢宴去嘞么 ， 谁教你去来了你 自 己要去嘛 谁让你去了 ？

⑩伺候你敢倒行了么 ， 莫非连你 老婆也伺候上嘞祠候你就行了嘛 ，
莫非连你老婆都伺候上吗 ？

二假转句 。 是一种用
“

，
否则

”

格式表达的复句 。 神木话的假转句 ， 句 中用
“

不 的话 不

嘞 不起
”

对前分句所述情状作假设性的否定 下句说明基于该假设的结果 。 例如 ：

⑨我敢怕你多心嘞么 ， 不的话不然 的话早就跟你说了 。

敢就因为没钱么 不嘞哪里也去了 嘞不然的话哪儿都去得了 。

我敢是舍不得我妈么 ，
不起早倒出 国了不然的话早就出国了 。

“

敢
”

出现在后分句 主要是因果类复句 ， 如 因果 、 推断 、 假设 、 条件 、 目 的句 。

“

敢
”

的

作用是承接前面分句 的语气 ， 并确认后分句表达的结果 。 它在这里表达 的是
“

依据上面的原

因 、 条件做出 的肯定性推测
”

的意义 。 例如 ：

就因为小红结婚着结婚的时候没请人家 敢和咱们恼 了几年么就和咱恼了几年 。 （ 因果句 ）

既是你来说情的话 ，我敢就得给这个面子嘞么 。 （ 推断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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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则么早些儿来 ，敢省得人伺等你应当早点来 省得人等待 。 （ 目 的句 ）

只要你不说起的话 ，这事敢就传不出去么 。 （ 条件句 ）

只要孩伢儿们孩子们过得好 ， 大人敢吃糠咽菜也愿意嘞么 。 （条件句

你要能考上大学起的话
，
敢就不用在农村受笨苦了 。 （假设句 ）

你要是明儿回来 我敢就不应下榆林去 了么你如果明天回来
，
我就不用去榆林了 。 （ 假设句 ）

除了 目 的句
“

敢
”

可用 就
”

替换 ， 替换后主观语气消失 ； 也可连用
“

敢就
”

， 这时
“

敢
”

主要表

达确认并从语气上承接前后分句
，

“

就
”

起句法连接作用 。 这种情况突显出 ，

“

敢
”

在因果类复句

——

尤其是在条件 、 假设复句中 具有双重作用 ：

一方面从语气上对前后分句加以衔接 一方面

对后分句所陈述的事实加 以确认 。

“

敢
”

表示
“

如果实现了该条件 ，
确实能达到相应结果

”

。 这

正是它 由助动词语法化为语气副词 的桥梁 。

“

敢
”

用于紧缩句 表假设 、条件关系 的紧缩句 其中包括动词拷贝 结构 。

“

敢
”

位于句

子后部 确认结果 ， 是它在因果类复句 中衔接前后分句的用法的另一种形式 。 例如 ：

说下敢就要成主儿嘞么说好了就要兑现嘛 。

走不动敢就不应走了要是走不动就别走 了 。

你去 了敢就好说了么你去了就好办了 嘛 。

输敢就输了么输就输了哦 。

“

敢
”

的语篇衔接作用 一般用于答句 ， 承接对方的话 ， 确认做某事的理由或出现某种

情况的原因 。 如 ：

甲 ： 买
一

捻儿蚊香咋走了一气乎买一点儿蚊香怎么走了老半天 ？
——乙 ：我敢脚疼得走不动么 。

⑩甲 ： 你情
‘

尽管给多照上几张 。

——乙 照下敢得往出洗嘞么 照下得洗呀 。 （不能多照 ）

甲 该洗也敢得洗嘞么 。 （确认 ——乙 我敢没钱么 ！ （ 后半句省略 。 确认不能多洗 ）

例 乙通过确认脚疼的事实来解释离开时间长的原 因 ，

“

敢
”

起衔接作用 。 例⑩后三句连

用
“

敢
”

作衔接手段
“

敢
”
一方面表达确认语气 另一方面就像一串珠子 将双方的话串联起来 。

在会话中
“

敢
”

已经进一步虚化 ，
有时并无明确的意义 ， 仅仅起衔接语篇的作用。

① 再如 ：

甲 ： 你咱上街买上捻儿面吧你上街去买点 面吧 。 乙 ： 敢教我姐姐买去吧么让我姐姐去买吧。

甲 ： 敢⋯⋯你 姐姐敢做作业着嘞么你姐姐在做作业呀 。

——乙 ： 敢我也做作业着嘞么 。

后三句话都在句首用 了
“

敢
”

主要衔接双方的话段 其中第三句的
“

敢
”

完全没有意义 纯

粹起
“

话赶话
”

神木人语 的作用 ， 第四句按照一般的语序 ，

“

敢
”

应当用在
“

做作业
”

之前 ， 但为

了与对方的话衔接 被特别提到了句首 。 这时
“

敢
”

似乎已经成为专门衔接话段的话语标记 。

叁
“

敢
”

与语气副 词 是 、助动词的连用

与语气副词
“

是
”

连用
“

敢
”

经常和语气副词
“

是
”

连用 。

“

敢是
”

读 句末大

都有
“

么
”

，语气比较强烈 ，
其中

“

是
”

表强调
，

“

敢
”

表确认。 例如 ：

王家塘敢是朝东南上走嘞么 主家塢就是向东南方向走嘛 。

大金稻黍儿敢是秋里才收嘞么大玉米是秋天才收呢 。

⑩谁养下的敢是谁心疼嘞么谁生 的孩子谁心疼 。

人家敢是不愿意跟你一般见识么 。

： ① 有
一

次在神木的
一

家医院
一个人接电话的情形给笔者留 下 了深刻 印象 ：

“

大爸爸 ！ 敢 医院敢说是

要动手术嘞么 。

”

叫
“

大
”

后二话没说 先来一个
“

敢
”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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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带
“

敢
”

， 只用
“

是
”

， 就只表达带强调性的判断 ，

“

敢是⋯⋯

”

则将强调和确认结合

在一起 ， 构成了复合的 口气 。

从韵律看 ，

“

敢是 连接紧密 ，

“

是
”

读轻声 ，
它们连用的频率极高 ， 具有一定的凝固性 ， 可分

析为
一

个词 。

“

敢是
”

在元代就巳出现 现代方言中也多连用 。 ①

与助动词连用 语气副词
“

敢
”

后面可 以连接助动词 ， 形成
“

敢 要 该 能 会
”

的格式 。

“

敢
”

对句子所表达的情态加 以确认 强化语气 。 例如 ：

你敢要为人家着想嘞么 。

你敢不要教让那个他发言么

你敢得先和那个他商量嘞么

你敢不该这么价对待娘老子么你的确不该这样对待父母亲嘛 。

你敢能去鄂尔多斯走一回嘞么 。

“

臻
”

字敢不能这么个写么 “

臻
”

字不应该这样写嘛 。

你敢会和他讲编论理嘞么 。

⑩我敢不会炒菜么 。

神木话还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助动词
“

敢
”

， 表示有胆量、 允许或可能 邢向东

。 在捕测问句中 ，可以 连续出现语气副词
“

敢
”

与助动词
“

敢
”

连用 。 例如 ：

⑩你敢敢走嘞吧你应 当敢 吧 ？

你敢敢骑马嘞吧？

那个儿一个敢敢窥 吧他一个人应 当敢住 吧？

在前的是语气副词
“

敢
”

，必须轻读 ， 其后略有停顿 ， 在后的是助动词
“

敢
”

，
必须重读 。 前者

表确认语气 ， 后者表有胆量 属动力情态 。

更常见的情形是 ， 语气副词
“

敢
”

后紧跟助动词
“

敢
”

的否定形式
，
构成

“

敢 不敢
”

的格式 ， 这时仍然是副词
“

敢
”

轻读
，
助动词

“

敢
”

重读 。 例如 ：

我敢副不敢敢于和那个说么我不敢和他说嘛 。

你敢副不敢可跟老师顶嘴么你可不能和老师顶嘴 。

年敢副不敢可能 年成 卩巴
，

年不会遭饥荒吧

⑩你 妈敢副不敢可能走全吧你妈不会走岔吧 。

张老师敢副不敢可能教调上走了吧张老师不会调走吧 。

明儿敢副不敢可能下雨吧明天不会下雨吧 。
’

助动词
“

敢
”

和副词
“

敢
”

在句子中 的层次 、 表达作用都不同 属 于不同 性质的语法成分 。

“

敢助
”

在层次上紧贴谓语中心
， 修饰

“ ”

， 语义功能是对事件的可能性、 必然性加 以判断 ， 表

达情态 ；

“

敢副
”

在句法层次上髙于
“

敢助
”

， 语义层次上属于整个句子 ， 作用是表达确认语气 。

副词
“

敢
”

的否定式
“

敢
”

是语气副词 ， 所以句子中要表达否定意义时 ，
须采用

“

敢

不 没
”

的格式 ， 如
“

你敢不要去
”

、

“

我敢没去么
”

， 而不能将否定词放在
“

敢
”

前面 。 这也是

区分副词
“

敢
”

和助动词
“

敢
”

的标志之
一

。

肆 语气副词
“

敢 在其他方言中的运用和分布
“

敢
”

作为语气副词的用法在晋语中普遍存在 ，
而且使用频率很高 。 有语气副词

“

敢
”

① 许多北方方言用
“

敢是
”

表示推测语气 与神木话并不相同 。 见下文 。

方 言



的方言也都有助动词
“

敢
”

。 分两种情况 ：

一种是助动词
“

敢
”

与语气副词
“

敢
”

同音 或声母 、 韵

母相同 ，声调轻重有别 。 比如 府谷、 神木 、 横山 （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张军先生提供的语料 ）

两个
“

敢
”

声韵调相同 。 王鹏翔 分别描写 了志丹话的语气副词
“

该
”

我们认为是
“

该
”

和助动词
“

敢
”

，语气副词读 免 助动词读 务
，
声母韵母相 同 ， 声调轻重不同 。 志

丹话语气副词
“

该
”

即本文的
“

敢
”

的用法如 王鹏翔 ：

你姑夫该是不识字么 ， 不噻尔格早转正嘴你姑夫就是不识字嘛 要不现在早转正啦 。

⑩伤心该是伤心嘞么
， 那饭该要吃嘞么伤心归伤心 饭总归要吃嘛 。

子长话张兴 语气副词和助动词
“

敢
”

的读音相同 ， 例如 注释为笔者所加 ） ：

吃吃了 ， 喝喝了 ，敢该学习 了么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应该学习了嘛 。

这下该我挑了吧 ？
——你挑敢你挑么你挑就你挑嘛

，
谁叫我输了 。

山西晋语 郭校珍 大量存在与神木话类似的
“

敢
”

字句
，
其中有陈述句 、疑问句 、 祈使

句 ， 有的用法比神木话还灵活 ，
其津音也同助动词

“

敢
”

相同 。 山西娄烦方言 李会荣
“

敢
”

语气副词的用法与助动词读音相同 ， 以至作者将表确定语气的用法也归于
“

认识情态
”

， 不

过
，
作者指出 ：

“ ‘

敢
’

的运用更多地是表达了说话人
‘

确定
’

的语气 。

”

李会荣 ： 例如 ：

◎兀人敢可是一个好人么 那个人真是
一

个好人 。

你敢抽空给你姐婆打上一个电话你抽空给你姥姥打个电话吧 。

另一种情况是语气副词
“

敢
”

同助动词
“

敢
”

读音有别 ，
有的是声调不同 。 据榆林学院高峰

博士告知 ， 绥德话助动词
“

敢
”

读上声 ， 语气副词
“

敢
”

读阳 平。 张崇先生告知 ， 延川话助动词
“

敢
”

读上声 语气副词
“

敢
”

读阴平 。 据博士生贺雪梅告知并提供的语料 ， 清涧石盘话的助动词
“

敢
”

读 ， 句子末尾可以不出现语气词 ， 如
“

那个敢 如 解不下他可能不懂 。

”

语气副词
“

敢
”

读

， 句子末尾必须出现
“

么
”

， 如
“

那个敢 解不下么他确实不懂嘛 。

”

再如 ：

把你伺候上敢 就 就敢 行了么 ，
则连你婆姨也伺候上伺候你就行 了嘛 莫非连你老婆

都伺候上 吗 ？

王家場敢 ， 朝那面走 了么 王家堳应该向 那边走嘛 。

我敢 不敢 和那个说么我不敢和他说嘛 。

张老师敢 ， 不敢 教调上走 了吧张老师不会 走吧 。

吴堡、佳县话中语气副词
“

敢
”

读 助动词
“

敢
”

读 士 韵母 、声调都不同 。 例如

佳县螅镇话 研究生任丽霞提供语料 ） ：

⑩个儿养的敢 要个儿管嘞么 自 己生的要 自 己管嘛 。

⑩每敢 也可穷来该么我们那时候可穷了 。

你敢 不应这底价么你可别这样 。

敢 ￡ 不是你要跟那
一

搭儿开煤窑嘞这不是你要和他 起开煤窑嘛？

你敢 是 不敢 跟老师顶嘴么你可不能和老师顶嘴 。

你妈敢 不敢 是走岔了吧你妈不会走岔吧 。

综合陕北晋语和山西晋语的情况 ， 我们推测 ，
两者读音相 同 当属早期状态 ， 读音不 同是后

期演变的结果 ， 清涧 、吴堡 、佳县、延川等将语气副词读成 、 、 ￡ 当是在
“

敢
”

由 助

① 郭利霞 描写了山西方言疑问句中的
“

敢
”

其中 除了在揣测问句中与
“

吧 哇
”

共现外 ，

其他用法神木话都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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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语法化为语气副词 以后采取的语音分化手段 ， 语音分化的起点则是神木型的轻读和志丹

型的轻声 即在轻声基础上进一步弱化的结果 。 ① 示意如下 ：

免 神木型 ）
一 ■ 志丹型 — 佳县型 清涧型 ）

—知 紅 上￡ 绥德型 ）

晋语中助动词
“

敢
”

同语气副词
“

敢
”

的读音有 同有异 ， 对于探讨两者之间 的关系具有重要

的启发作用 说明它们很可能是同源的 。

语气副词
“

敢
”

在晋语以外的北方方言中也有分布 。

“

敢
”

在北京话中可表示满意或在

意料中 例如
“

那敢好 。

”

又 可表示有所领悟 ， 例 如 ：

“

敢你还不知道哪
”

（ 许宝华 、 宫 田 一郎

可以归纳为确认语气 。 北京话还有
“

敢情
”
一词 ： 表示发现了原来没有发

现的情况 表示情瑪明 显 ， 不必怀疑 《 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 ， 页 ） 。 第二种和神木话
“

敢
”

的用法十分接近 。 天津话有
“

敢则
”

表示当然 、 必定之义 ， 东北 、北京 、冀鲁 、胶辽官话等又

有
“

敢 自
”

， 表示当然、 必定之义 ， 如山东寿光 ：

“

你去那敢 自 好 那我就放心了 。

”

东北 、冀鲁官话

中
“

敢是
”

有当然 、必定的意思 ， 如山东聊城 ：

“

你是他娘 ，他敢是向你
”

许 、宫 田 徐

州话
“

敢是
”

还可用于祈使句
：

“

今天迟到你是有原 因的 ， 你敢是说。

” “

你有啥事儿敢是讲 讲出

来俺好帮你想办法 。

”

李荣主编 。

汉语方言中
“

敢
”

又可以表示推测 、猜度之义
， 分布范围更广 许宝华 、宫 田

一

郎 周利

芳 。 据辛永芬 ， 河南浚县方言
“

敢 、敢是
”

可以表示对人 、事情较为肯定

的推测 、估计 。

“

敢
”

表猜度的有西宁 、 厦门 、太原等
“

敢是
”

表示猜度 的有徐州 、西宁 、 厦门 、雷

州 等 哈尔滨 、万荣
“

敢是
”

除了猜度义 ， 还有莫非义 李荣主编 。 在这些方

言 中
“

敢
”

表推测用法的语法化程度很高 ， 表现出与神木话不大相 同的演化方向 ②。

从 目前的研究成果看 不论是表确认还是表推测 上面的
“

敢
”

都与陕北晋语中
“

敢
”

作语气

副词的用法性质相同 。

伍 从元代口 语文献看表确认的语气副词
“

敢
”

与表可能的
“

敢 的联系

近代汉语中 ，

“

敢
”

具有多种用法 其中包括表可能的助动词和表确认的语气副词 张

相 太田 辰夫 ：
； 香坂顺一 刘坚等 江蓝生 、 曹广顺

袁宾等 李崇兴等 郑光 邢向东 。

太田 辰夫 指 出 ：

“

敢
” “

从五代到近古有用于推量的 ， 但现代不这样用了 。

”

这里

的
“

推量
”

即属认知情态的
“

可能
”

。 后来表可能的用法逐渐萎缩 ，在有的方言中虚化成了表推

测 而在晋语中则虚化成了表确认。

“

敢
”

在元代也表确认。 张相
“

敢 二
”

条云
“

与管同 ， 犹正也 准也 定也 。

⋯ ⋯

《对玉梳 》剧
一

：

‘

和他笑一

笑 ， 敢忽的软了 四肢 ， 将他靠一靠 ， 管烘的走了三魂 。

’ ”

李崇兴等

指出 ， 元代
“

敢
”

有表示
“

， 情理明显 、不必怀疑
” “

，敢是 怕是 莫非
” “

， 发现

原来没有发现的情况
”

等用法 ，其中 、 正是表确认的语气副词 。

① 佳县 、吴堡及延川
一带语气副词

“

敢
”

和助动词
“

敢
”

读音有别 ， 曾经让我们怀疑 神木话中 两个词读音

相同
，
会不会是语音归并的结果 邢向 东 。 现在 ， 笔者相信 语气副词

“

敢
”

是助动 词
“

敢
”

进
一

步语

法化的结果 。 神木话中 ， 尽管两字词读音相同 但副词
“

敢
”

在句 中总是比后头 的动词读得轻 而助动词
“

敢
”

则

是句子重音所在 。 因此 在句子中轻读可能是副词
“

敢
”

语音弱化并产生一

系列变化的起点 。

② 闽南话还普遍存在
“

敢
”

表反诘 、 疑问的用法。

方 言



我们认为 ， 语气副词
“

敢
”

是从表可能的助动词
“

敢
”

语法化而来 ， 是后者主观化及
“

句法提

升
”

的结果 。

从时间先后来看
，
表可能用法出现的时间早于表确认的用法 太田辰夫 袁宾等

李崇兴等 郑光 。 这
一点已有定论 不须赘述 。

我们穷尽性调查 了两部元代文献《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和《原本老乞大》中
“

敢
”

的各种用

法
，
并比较《老乞大》先后几个版本 ， 发现《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 》 中表可能 、 表确认语气的 用例

不相上下 《原本老乞大》中表可能的用例大大多于表确认的用例 。 同时 ， 这两部文献中都存在

表可能和表确认可作两重分析的情况 。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用法之间存在源流关系 。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 ，

“

敢
”

的用例共 个 。 其中可以确定为表
“

有胆量、 有勇

气
”

的 例
， 表

“

可
”

的 例
，
表

“

能 、能够
”

的 例 表
“

肯 、 愿意
”

的 例 表
“

可能
”

的 例 ， 表

确认语气的 例 ， 表可能和确认语气两解的 例 。 其余 例暂时难以确定意义和用法 。

表确认语气的
“

敢
”

属于副词 ， 用现代汉语很难对译 。 例如 ：

青哥儿 敢烧香烧香礼拜 ， 祖先祖先般看待 。 （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第
一折 ）

滚绣球 二三年
， 唤不起 若在省部里敢每 日 画不着卯历 。 （ 马致远《泰华山 陈抟高卧 》第三

折 ）

上小楼 我把这玉锁顿开 ， 金枷不带 。 我这里弃了酒色 ，
辞 了财气 ， 跳出 尘埃 。 我如今拄着

拐 穿草鞋 寐袍宽快 ，我敢无优愁心肠宽泰 。 （ 岳伯川 《岳孔 目 借铁拐李还魂》第 四折 ）

三口 儿敢冻倒在长街 。 （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二折 ）

例
—

开唱就用
“

敢
”

打头
，
只能分析为语气副词 。 例

“

若在省部里
”

是介词短语充当状

语
“

敢每 日 画不着卯历
”

是它修饰的 中心语 ，

“

敢
”

承接状语并确认下面的事实 ， 状语和中心语

之间存在条件和结果 的关系 。 例
“

我敢无忧愁心肠宽泰
”

紧承上句
“

我如今⋯⋯

”

几个分句 ，

用语气词
“

敢
”

衔接并确认下面的情状。 例 陈述事实 ，用
“

敢
”

表确认。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
“

敢
”

表可能的用法 ，邢 向东 已经作过分析 不赘 。

值得注意的是 ，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 》中 不少句子 中的
“

敢
”

可作两解 ，

一

为表可能 ，

一

为

从语气上衔接前后句兼表确认 ，例如 ：

我若拿将这汉见楚王去 ， 这汉是文字官 ， 不曾 问一句 敢说一堆老婆舌头 ！ 我是个武职将 ’ 几

时折辨过来？ （做寻思科
， 住 （ 尚 仲贤《汉高皇濯足气英布 》第

一折 ）

⑩ 殿前欢 若官司见呵敢交咱受刑罚 。 （ 张国宾《薛仁贵衣锦还乡记》第 四折 ）

幺篇 投至逼迫出贼下落 ，搜寻得案完备
，
敢熬煎我鬓斑白 ， 蒿恼 的心肠碎 。 （孟汉卿 《 张鼎

智勘魔合罗 》第四折 ）

唱 敢起烟尘倾了社稷 。 （孔文卿《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第二折 ）

旦哭做住 不争你 ，举哀声 敢把咱全家诛杀 。 （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第二折 ）

《原本老乞大》中
“

敢
”

共 出现 例 ， 其中
“

敢则
”

例 ， 表
“

有胆量、 有勇 气
”

例 ， 表
“

可
”

例 ， 表
“

可能
”

例 表确认语气 副词 例 表可能和确认两解的 例 。 表
“

可能
”

的如 ：

参儿高也
，
敢到半夜也 。 （ 左

㊣这里到夏店有多少近远 ？
——敢有三十里多地 。 （ 右

表确认语气的 例 ：

㊣咱每都去了时 这房子里没人 ， 敢不 中 。 （ 右

你这人参布疋不曾发落 敢有些时住里 。 （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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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两重分析的 例 ：

哥哥 ， 先吃一盏 。 哥哥受礼 。

你敢年纪大 ， 怎么受礼？ （ 右

这般时 ， 敢少了恁饭 。

不碍事 。 便小时 俺再做些个便是 。 （ 左

例 可理解为推测对方的年纪比 自 己大 也可理解为紧承
“

哥哥受礼
”

而来 那么
“

敢
”

的作

用就是从语气上衔接结果与条件分句
， 表确认 。 例 是顺着

“

这般时
”

承接下来的话 既可理解

为表可能 又可理解为从语气上衔接条件与结果分句
， 表确认 。

仔细观察上面几例 ， 凡是
“

敢
”

可作两重分析的句子 几乎都是用在条件 、假设类复句 的结

果分句 或表结果的中心语 中 ， 其中表语气的一解与
“

敢
”

在神木话中用于因果类复句 时正好

相同 例 ， 如例⑩ ：

“

你要能考上大学起的话 敢就不用在农村受笨苦了 。

”

在上述各例中 ，

“

敢
”

如果单独就所在分句来分析 作
“

可能
”

理解 比较恰当 如果从整个复句来观察 则可分析

为从语气上衔接前后分句 并确认
“

可能
”

出现后头的结果 。 据此推测 ，

“

敢
”

当是从表可能的用

法出发 在假设 、 条件复句 以及类似的语境中 ，
经过重新分析 ， 语法化为表确认语气 。 由 于

“

敢
”

在复句中表达可能义的 同时 ， 又起衔接结果分句的 功用 ， 导致原来不确定的意义逐渐消

减 主观确认的意义逐渐增强 以方言使用者的重新分析为桥梁 ，终至演化为只表确定的意义 ，

同时 由助动词虚化为语气副词 。 在这个过程中
，

“

敢
”

经过了一

次
“

句法提升
”

， 由 紧贴谓语中心

变成了谓语的外部成分 词性则 由助动词虚化为语气副词 。

值得注意的是 ， 不同时期的《老乞大》 中
“

敢
”

的使用情况的变化 ， 反映出 《原本老乞大》

中
“

敢
”

的性质 、作用及其变化 。
② 其中元代的《原本老乞大》和明初 的 《 老乞大谤解》语言 比较

一致 清代的两个版本变化较大 反映了清代共同语的情况 。

比如
“

敢
”

充当语气副词 的 例 ， 四个版本《老乞大》的例句 比较如下 ：

⑩ 咱每都去了 时 ， 这房子里没人 ， 敢不中 。 留一个看房子 ，别个的牵马去来 。

碍甚事 ！ 这店里都闭 了门子也 待有甚么人入来？

咱们都去了 时 这房子里没人 ，敢不中 。 留一个看房子 ，别个的牵马去来 。

碍甚么事 ！ 这店里都闭了 门子了 ， 怕有甚么人入来 ？

咱们都去了么 ，这房子教谁看守着呢？ 且留
一个看房子 着两个拉马去罢 。

怕甚么事 ！ 这店 门都关上了 ，还怕有谁进来 ？

咱们都去了 么 这房子教谁看守着 ？ 留一个看房子 着两个拉马去罢 。

怕甚么事 ！ 这店门都关上了 还怕有谁进来 ？

⑩ 你这人参 、布疋不 曾发落
，
敢有些时住里 。

你这人参 、 布疋不曾发落 ， 还有些时住里 。

你这人参 、 布疋不曾发卖 ， 还有些时住哩 。

① 许多对话的语境中 ， 甲乙双方话轮之间 的转换关系 相 当于假设 、 条件复句 。 例如神木话 ：

“

甲 ： 我 明

儿去榆林去也我明天要去榆林 。 乙 ： 那敢能给我捎 的买本儿书嘞么那就能给我捎带买本儿书嘛。

”

② 本文所引 《老乞大 》的四个版本均据李泰洙 《 〈老乞大〉 四种版本语言研究》 《古本老乞大》 即 《原本

老乞大》 是元代本 《老乞大谚解》 卩 《翻译老乞大》 是明初修改本 《老乞大新释》是清乾隆二十六年本

《重刊老乞大》是清乾隆六十年本 。 （详见李泰洙 下引 例句 中 的数码是李泰洙编定的《老乞大 》句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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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7 D 你这人参 、布疋不曾发卖 ，
还有些时住哩。

例⑩ 、 相同
，

“

敢不中
”

是陈述句 ，
、 删除

“

敢
”

， 同时将句子变成反 问句 ， 反问 与确认

都表示强烈的肯定语气 ， 说明清代的编者同样将
“

敢
”

的 作用分析为表语气 。 例 ⑩ 用
“

敢
”

，

—律用
“

还
”

，

“

还
”

是语气副词 ，此处的意思是
“

仍然
”

。 （ 吕叔湘主编

《原本老乞大》中
“

敢
”

充当助动词表可能时
， 《老乞大谤解》用

“

敢
”

或
“

敢是
”

， 清代的两个版

本或者用
“

敢是
”

或者变为其他表推测的手段 。 前文说过
“

敢是
”

表推测语气的方言分布比表

确认广 。 例如 ：

⑩ 我恰才睡觉 了起去来 。 参儿高也 ， 敢到半夜也 。

我恰才睡觉了起去来 。 参儿髙也 ，敢是半夜了 。

我睡醒了起来 。 嗳呀 ，参星髙了 ， 敢是半夜了 。

我睡醒了起来 。 嗳
，参星高了 ， 敢是半夜了 。

他出去了 ， 看家 的有那没？ 有个后生来 ， 这里不见也 ， 敢出去了 。

他出去了 ， 看家的有么 ？ 有个后生来 这里不见 ， 敢出去了 。

他出去了 看家的有谁呢 ？ 常有个后生在这里 如今不见 想是出去了 。

他出去了 ， 看家 的有么 ？ 有个后生在这里 如今不见 ，
敢是出去 了 。

你敢不理会的马齿岁 。 这个马如何？ 今春新骟了 的 ， 哏壮马 。

你敢不理会的马岁 。 这个马如何？ 今春新骟了的 ， 十分壮的马 。

你敢是不理会的看马的岁 数呢 。 这个马如何 ？ 今春新骟了的
，
十分滕壮的马 。

你敢是不理会的看马的岁数 。 这个马如何 ？ 今春新骧 了的
，
十分脓壮的 马 。

颇有启发意义的是 ，本文认为可作两重分析的例子 清代的两个版本中 ，

一例仍然用
“

敢
”

，

没有变化 ，

一

例 同样使用既表关联又表语气的成分
‘

⑩ 哥哥 ， 先吃
一

盏 。 哥哥受礼 。 你敢年纪大 怎么受礼 ？

大哥 先吃一

盏 。 大哥受礼 。 你敢年纪大 怎么受礼？

阿哥 先吃一杯 。 阿哥受礼 。 你敢年纪大
，
怎么受礼 ？

大哥 ，先吃
一

盏 。 大哥受礼 。 你敢年纪大 ， 怎么受礼？

这般时 敢少 了恁饭。 不碍事 ， 便小时 俺再做些个便是 。

这般时 ， 敢少 了你饭 。 不妨事 ，便少时 我再做些个便是 。

这般说 ，但恐怕小了你们吃的饭。 不妨事 ， 便小些饭 ， 我再做些使得 。

这般说 只怕少了你们吃的 。 不妨事 ， 便少些 ，我再做也使得 。

例 全部用
“

敢
”

说明清代编者将其分析为语气成分 如前所述 ，

“

敢
”

在北京话中可表敢

情 、 当然之义 ， 见许宝华 、 宫 田
一郎 ：

； 例 ⑩ 、 相同 ， 将
“

敢
”

改为
“

但恐

怕
”

， 改为
“

只怕
”

，前后分句仍为条件关系
， 结果分句改用带有关联作用的语气副词

“

但恐怕

只怕
”

既承接条件分句 ，又具有推测的意思 。

总之
，
通过对两部元代文献中

“

敢
”

的用法的调査分析 ， 我们推测 ，

“

敢
”

可能是在条件 、假设

复句及类似语境 中既表可能义又表关联作用的句法环境下
，
经过重新分析 ，

“

可能
”

义逐渐弱

化 主观确认义逐渐增强 ， 最后演化为表确认的语气意义 。 在它身上还
“

滞留
”

着可能意义 ： 在

表达主观确认的 同时 ，
又表明这种确认是有客观或情理上的依据的 。 随着使用环境大幅度扩

展 ， 成为频率极高的语气副词 。 而且有进一步语法化为话语标记的趋势 。 其演化过程可以 归

纳为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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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性

“

助动词 助动词 副词 话语标记

意义

—

可能 确认
“

可能
”

飞认
“

确实如此
”

“

？

语境 单句 复句 复句 、单句

一

对话

作用 情态 关联、情态 语气、关联 语篇衔接

机制
丨

重新分析 功能

回头来看神木话中
“

敢
”

在单句 、 复句中 的用法 我们认为 从
“

敢
”

表表确认语气的先后顺

序来看 当是复句中用于后分句的用法在前 ，单句中 以及其他用法在后 。

结语
“

敢
”

在汉语方言 中有多种用法 。 近代汉语史上
，

“

敢
”

也 曾有多种用法和很高

的使用频率 。 据本文观察
，语气副词

“

敢
”

同表可能的助动词
“

敢
”

关系密切 。 表可能的
“

敢
”

在

后代发生了两个方向的演化 ：

一

是语法化为表确定 的语气副词 ，

一

是语法化为表推测的语气副

词 ， 前者在晋语 、官话中分布较广 ， 后者在官话和部分南方方言中都有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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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

由 屮 社佘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语言大学 、 中国语言学书院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的
“

海内外中 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四届学术论坛
”

于 年 月 日 在北京商务印书馆

礼堂召开 余位来 自 中 国内地和香港以及 日本和美国等地的 中 国语言学者参加 了论坛 ， 包

括 中 国语言学书院 年核心课程研修班部分学员在内的 余人旁听 。 本次论坛的 主题是
“

中 国周边语言状况
”

。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周洪波主持会议 ， 商务印书馆总绿理于殿利 、北京

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致辞 。 戴庆厦 、黄行、周庆生分别作 了题为《漫谈垮境语言研究的方

法论问题》 、 《 中 国周边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跨境少数民族语言概况》的主题发言 ， 随与程

工 、梁晓波 、史有为 、 郭席 、 洪波 、顾曰 国 、沈 阳 、石定栩 、 石汝杰 、 胡建华 、 朱庆之、 张洪明 、 张麟

声 、李行德 、李长波、李亚非 、潘海华 、孟琮等相继发言
， 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 最后 ， 由

中 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刘丹青作总结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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