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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话的助词
“

着
”

邢向东

陕北神木话的助词
“

着
”

音〔 t各舒闪〕
,

用法大致可分为五种
,

与北京话有较大的差异
。

1
、

表持续态
。

1
.

1 神木话的
“

着
”

可在动词性谓语句和形容词性谓语句中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状

态正在持续
。

不过
,

它在动宾谓语中的位置跟北京话不同
,

只能放在宾语后头
,

不能在动宾

之间
,

同时
,

也没有
“
红着脸

”

之类的
“

形
·

着
·

宾
”
词组

。

例如
:

( l) 夜儿黑地帕我正看电视着嘲
,

听见有人叫门嘲
。

( 2 )小张又写他那篇小说着嘲
。

( 3) 你吼
叫我那阵儿

,

我听我外婆讲故事着来了
。

( 4) 我看孩份儿奸着呀
,

你跑街
上 ,
去吧

。

( 5) 这就 t s 子
,

三月了
,

天还冷着嘲
。

( 6) 阳婆烟还红更更热 , ,
着嘲

,

你这是又去哪去呀 ?

上 举例 ( 1 ) ( 2) 等中的
“

嘲
”

音〔l舒 .I 〕
,

大致相当于北京话的
“

呢
” ,

与
“

着
”

连用特别常

见
。

例 ( 3) 叙述过去曾发生过的事情
,

例 ( 4) 叙述将要发生的事情
。

1
.

2 与表示动作进行和状态持续相联系
,

说明某人从事何种职业
,

担任何种职务
,

神

木话也用
“

着
” 。

其中动宾谓语中的位置仍在宾语之后
。

如
:

( 1) 老张小子的抖吼子在大学当老师着嘲
。

( 2) 刘老师教数学着嘲
。

( 3 )小花娘的嵘
她妈原根儿过去当局长着来了

,

这阵儿退休了
。

( 4) 我就 t s 、
5 ,

当我的护士着呀
,

不转行了
。

说明做某事时邀请某人参加
,

也要用
“

着
” :

( 5) 真儿帐连铁蛋也请着嘲
。

( 6) 本来叫小刚俐
、 刚
着来了

,

说是有事不来了
。

1
.

3 否定句和疑问句也可用
“

着
” 。

在否定句末单用
“

着
” ,

表示某件事情不在进行中
,

或某人不从事某种职业
;
连用

“
着了

”

表示过去进行的事情已不再持续或某人已不再从事

某种职业
、

担任某种职务
;
连用

“

着嘲
”
则否定将要发生某种事情

,

或即将出现某种状态
。

女口
:

( 1 )小艳这阵儿不做作业着
。

( 2) 柱柱不承包工程着
。

( 3 )加工厂不推缸糕面着了
。

( 4) 香香老子的妊蛇不当县长着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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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孩份儿
, 子
才六岁

,

还不上书房
, , 着嘲

。

( 6) 水还不滚着嘲
。

疑间句中
,

或用
“

… …着 (嘲 )不
”

询问某件事情眼下是否在进行
,

或用
“
……着不了

”
询

问从前在进行的事情或从事的职业
、

担任的职务是否还在继续
,

或用
“

咋还不… …着啦
”
询

间 (多为反问 )某事为什么还不进行或某种状态为什么还不出现
。

例如
:

( l) 你们单位尔即
, 在
发工资着 (嘲 )不 ?

( 2) 孩份儿好这阵儿耍着 (嘲 )不 ?

( 3) 你尔即耽念书着不了?

( 4) 你爸爸当校长着不了?

( 5) 山药就 st 矛
3

刨了快二十天呀
,

你咋还不种菜着嘲?

( 6) 天咋还不暖着嘲 ?

1
.

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北京话存现句中表示以某种状态存在的
“

着
” ,

神木话只能

用
“

的
” ,

连动句也不能用
“

着
” ,

而用
“

的
”
或趋向补语

“
上 ” 、 “

下
” 、 “

起
”

等
,

北京话
“

形
.

着
·

数

量
”

结构中的
“

着
” ,

神木话要用
“
下

” ,

北京话
“

动 /形
·

着
·

点儿
”

结构神木话干脆不用
。

例如
:

(1 )桌子上堆的一挥书
。

( 2) 屹堵埔
. 脚藏的一个人

。

( 3) 你拿的掂掇给下儿掂 , 掂 t 轻沉
。

(4 )柱柱这人才是
,

耍的耍的就 st 子
3

恼了
。

( 5) 王海赶上一群羊驾
朝
东面走了

。

(6 )他比我高下十来厘米嘲
。

( 7) 糕面长下一值箩
。

总之
,

《现代汉语八百词 》
“

着
”
字条第 3

、
4

、

5
、
6项的

“

着
” ,

神木话没有一例可用
“

着
” 。 ①

2
、

表
“
… …的时候

” 。 “

着
”

可以在表时间的分句后面
,

表示
“
… …的时候

” ,

这时句子只

能用来叙述或询问发生在过去的事情
。

形式上的标志是都可用
“

那会儿
”

替换
。

如
:

( l) 你姑姑走着
,

本来想给你拍电报来了
。

( 2) 我跟上王兆祥闹革命着
,

你还穿留档裤儿阳裤着嘲
。

( 3) 头你来了着
,

汽车早就 t s 于
3

开了
。

(4 )这后生猴着袖雌可调皮来了
。

( 5) 你上大学着花了家里多少钱 ?

( 6) 我当会计着
,

广建才是个小车司机
。

3
、

表祈使语气
。 “

着
”

表祈使
,

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

3
.

1 第一种
,

直接用在动词或动词性词组末尾
,

或与
“

操心 /小心 /看
”

配合
,

表示命

令
、

提醒
、

警告
。

如
:

(1 ) 你在家成 吞丫 44 呆着 !不敢乱跑
.

( 2) 掀 。 着
,

掀着 !

(3 ) 小心拍 了感 ,
着 ! ( 4) 小心你的骸子

. 袋着 !

( 5) 慢慢走
,

操心跌进水屹佰水 、 着 ! ( 6) 操心碟子着 !

(7 )看我告给你妈着 ! ( 8) 看碰烂手腕子手着 !

3
.

2 第二种
,

组成
“

等… …着 /再着
”

的固定格式
,

表示劝止
、

警告甚至威胁
。

如
:

( 1) 不要忙
,

等考完试着 /再着
。

( 2 )时光儿不早了
,

赶紧走吧— 等给阵儿着 /再着
。



(3 ) (小孩儿打架吃了亏 )你等我哥哥来了着 /再着 l

(4 )尔即
。 在
把你能的 !等你狗的犯在我手里着 /再着 !

这种祈使句大都隐含着
“

等… …时候再如何如何
”

的意思
,

即马文忠先生所说的
“

有所

待
’ ,② ,

因此
,

用于警告
、

威胁显得特别有力
。

表劝止时
, “

等
”

也可以不用
。

据太田辰夫的考察
, “

着
”

用作表命令最早见于唐五代
,

他举的五个例子都跟神木话的

第一种用法类似
,

而在明清小说的四个例句中
,

有三个属于第二种用法
,

如
“

等我放下这月

琴着 !使不得
,

先把你们家这点礼儿完了着
。 ’ ,③据此分析

, “

着
”

表
“

有所待
”

的用法应当是

后起的
,

而且恐怕与第一种用法来源不同
。

从语义上的联系看
,

它很可能是在表
“
…… 的时

候
”

的基础上形成的
。

4
、

在固定结构
“

顶多 /最多
·

动
·

上
·

宾
·

着
”
中表断定语气

,

宾语必须带数量词修饰语
,

或由数量词充当
。

如
:

l( )我顶多吃上十个着
。

( 3) 一天顶多下上二十颗蛋着
。

(2 )一个月顶多挣上三百块着
。

( 4) 最多来上七八个人着
。

5
、

除了单用以外
, “
着

”

还能跟
“
嘲

” 、 “
呀

”

结合在一起
,

表示某种语气
。

5
.

1 “

着嘲
”
一方面同北京话

“
着呢

”
一样

,

在形容词后表示略带夸张意味的肯定
,

另

一方面还可用于 比较
,

表示所述对象的状态程度上高于 比较对象
。

比较对象大多不言自

明
,

有时也可出现
。

看不出它同第 1节中的
“

着
·

嘲
”
有什么联系

。

如
:

(1 )还是这间大着嘲
。

( 2) 真年抖冬天暖着嘲
。

( 3) 姑舅
姑表 比两姨

, 表亲着嘲
。

( 4) 真 儿黑地
今晚
灯分外明着嘲

。

5
.

2
“

着呀
”

表示对某事的可能性的判断
。

这时
,

动词后带有结果补语
、

表结果的趋向

补语
“

上 /下
”
和完成态助词

“

了
”

等
,

动词前往往带着语气副词
“

是
” 、 “

咋也
”

或助动词
“

能
” 。

这种用法与第 1节的
“

着
·

呀
”

到底有何联系
,

也不明显
,

不过
“

呀
”
显然是从表将来虚化而来

的
。

如
:

( 1) 这么价复 习上
,

咋也大 。
考及格着呀

。

( 2 )刚吃罢饭出去拍了” 着呀
。

( 3) 下了这场雨
,

庄户 、 稼
是种上着呀

。

( 4) 赶你哥哥 回来起恻
候 ,

饭是做下着呀
。

( 5) 王家弗我还有捻儿影影抓
』L印象嘲

,

能寻上着呀
。

( 6) 看这个天
,

明儿咋也袱
* ,
能走着呀

。

附注

①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 》第 594 一 5 95 页
,

商务印书馆 1 9 8 0年版
。

②马文忠 《大同方言语助词
“

着
”
》

,

载《中国语文 》1 9 9 2年第二 期
。

③太田 辰失洲卜国语历史文法 》第 337 一33 8页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8 7年版
。

主要参考文献

吕叔湘 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 》
,

商务印书馆 1 9 8 0年版
。

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

语文出版社 1 9 9 2年版
。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 》
,

蒋绍愚
、

徐昌华译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1 9 8 7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