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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普通话比较，宁夏隆德方言中的“给”类三价动词句、选择问句、正反 问句、“着”字被动句 

和使役句等五种句式有一定的特殊性，结合具体方言语料，对五种句式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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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德县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西麓，据1987年版《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划分，隆德方言属于中原官话陇中片。本 

文讨论隆德方言的几种特殊句法格式。隆德方言是笔者的家乡话，文章所用隆德方言语料均由本人在生活中收 

集，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点语料主要参考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五版)教材和相关著作材料。隆德方言例 

句均用国际音标注音，注音已包含语流、音变、音素在内。记音以隆德温堡点老派话为准。发音合作人 ：杨发成，74 

岁，高小文化，退休小学教师。 

“给”类三价动词句 

动词的“配价”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语言学家 Lucien Tesni~re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动词能钩住(即支配)几种不 

同性质的名词性词语，就是几价动词”⋯‘“ ，“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三种性质的名词性词语 ，那它就是三价动 

词”⋯⋯ 。普通话中的“给”类双宾动词是典型的三价动词。在隆德话里，三价动词后不能出现双宾语 ，普通话 中 

的间接宾语在隆德话中要用介词“给”等提前。有的句子三价动词后也可以不出现直接宾语，与事成分和受事成分 

分别要用不同的介词短语提到动词的前面。试比较以下句子。 

表 1：隆德方言三价动词句式表 

普通话说法 隆德话说法A 隆德话说法 B 

伯父给我给了两本书。 伯父把两本书给我给给 了。 

伯父给我两本书。 pei fu“kei'440o kei“liou liar3。 poo” ”
。 

pei fu pa2 liao poo 。 u ’’kei“Da 

kei“kei liou 
。 

你给我给了很多帮助。 你给了我很多帮助
。 

ni kei“ a kei“liouIxao 。tuo pao。 u“
。 

我连他借 了十块钱。 我把十块钱给他借给了
。 我借他十块钱。 Da li焘 t a tsia驸liau‘s1

．  

k uei ts 谊”。 
日a pa 2。s khuei ts i庆 kei44 tha 

(向他借或借给他) 我给他借了十块钱。 
tsi9“kei liou 

。 13a kei“t a 。tsio“liou s1
．  

k uei ts i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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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王老师给我都教过语文。 王老师教过我们语文
。 val32413 sq kei44r3o 。tou’ i3。 kuo44Y vor324

。 

他给我通知今天停电。 他告诉我今天停电
。 

tha5。kei“D t ur3 喀 。 t irj ti&“。 

他向老师请教 了两个问题。 
他请教老师两个问题。 tha ~iarj缸 ‘13 s-1 tshil3 t~i3“ liou lial3 

ka vaD“ẗi
。 

我向他问、r个办法好。 我问他哪个办法好
。 

Da ~iarj t a53vorj44ia kz p毫44faIx~)s3
。 

教育局给我校 教育局给我校给了两个英语教师。 教育局把两个英语教师给我校给给了。 

i。44 Y44 Y24 kei44 Da ~i344 kei44 lizu liarj i。 Y“ Y pa 。liarj ko。irj。。Y Igi。44 两个英语教师
。 k9 i日 y53 i。44 s'l 。 S'l kei44Da53 i。44kei44kei lieu 。 

大家把她叫祥林嫂。 大家叫她祥林嫂
。 ta44 ia‘pa 。t a i344siarj24li习24S353。 

二、选择问句 

选择问句是从相关的几个方面提出疑问，要求选择回答的疑问句式。普通话 中，选择问句的常用句式是用关 

联词语“是”“还是”连接两个并列的问项。句中可带疑问语气词“呢”“啊”，但疑问语气词并非必需，而且位置较为 

灵活 ，可以在第一问项之后，也可以在第二问项之后。前后问项之间可有停顿，书面上往往有逗号隔开。隆德话的 

选择问句一般由并列的两个问项组成，但前后问项之间一般不用关联词语。第一问项之后必须用疑问语气词“吗” 

来连接分句，构成“X吗Y”句式。两个问项之间语势过渡紧密，中间一般没有停顿。“是”“还是”可以出现，也可 

以不出现。语气词“呢”可用可不用。试比较以下句子。 

表2：隆德方言选择问句常用句式表 

普通话说法 隆德话说法 A 隆德话说法 B 

打篮球， 打篮球吗打排球? 打篮球呢吗打排球呢? 

还是打排球? ta t izu ma‘ta P ei t iou。? ta 24t iau ni ma ta P ei t iou ni ? 

是光我一个呢， 光我一个吗还有旁人? 光我一个吗还有旁人呢? 

还是另有别人? kuar3 驴 i ka ma 嫡 iou P ar3“zor3 ? kua~
．  

rio i。 ko ma x圣。 iau 。P arj ~o
．

rl ni ? 

简单地说， 简单来说吗详细来说? 简单来说呢吗还是详细来说呢? 

还是详细地说? t 汝 d每 lei Sua21ma siar324si44lei Sua ? tel& 妊 lei ua ni。no_ siarJ24si44lei Sua ni ? 

明儿你去吗我去? 明儿你去呢吗我去呢? 明天你去呀我去? 
miar ni t i“ma n。 t i“? miSr ni 。tg i“ni ma‘日a t i“ni ? 

三、正反问句 

在普通话中，正反问句的常用句式“由单句谓语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的格式构成，又叫‘反复问’，粗 

分为三种疑问格式 ：1．V不 V(来不来)，2．V不(来不)，省去后一谓词 ，3．附加问，先把一个陈述句说出，再后加‘是 

不是、行不行 、好不好、对不对’一类问话格式” ⋯ 。与普通话相比，隆德话必须用疑问语气词“吗”来连接肯定 

和否定两个并列的分句。正反问句句末不能带语气词“呢”。试比较以下句子。 

表 3：隆德方言正反问句常用句式表 

普通话说法 隆德话说法 

这个人老实吗不老实? 这个人老实不老实? 
a ko a玎24 13 

．  

ma pu 13 7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 你是、r达不舒服了吗不是? 
V不 V V吗不 V ni 。s3̈ ia ’ta pu U fu liou ma pu。 s'l“? 

你愿意去吗不愿意去? 你愿意不愿意去? 
ni y交44i44t i44ma pu y圣44i44t i447 

客人吃黑饭呢吗不吃? 客人吃不吃晚饭呢? 
khei zo

_

rl 鹅 1．24xei 岛44ni ma pu44 1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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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明儿他来吗不? 明天他来不? 
mi Or2 t a5。lei ma2pu 7 

你见过长城吗没有? V不 你见过长城没有? V吗不 

ni t kuo arJ“喀 9日Nma 1330 iou ? 

他来病好 了吗没有? 他的病好 了没有? 
t a lei P il3 x。 liou’ma mo iou ? 

他当过 30年 中学教师，就是吗不是? 

他当过30年中学教师，是不是? tha tarj kuo 妇 s3． ni& t~urJ gYO t$i3“4s"1 ． 
ts iou“S'l“IIla pu s3“ 

这个问题这么解决，对吗不对? 

附加问 这个问题这么解决，对不对? 附加问 喀3 k9 vorj44t i 喀 44m0 tqio t y 24，tuei44ma pu 

tuei ? 

她穿这件衣裳参加演出，好吗不好? 

她穿这件衣服参加演出，好不好? t“a u色 奄a ’t i毫44 i 日。乜 密 ’t$ia。t i庆 

u ，XO ma pu x。 ? 

隆德话当中，正反问句还可以由单句谓语中的否定形式和肯定形式并列的格式构成。粗分为两种疑问格式： 

1．“不 V吗 V呢”(不来吗来呢)，正反问句句末可以带语气词“呢”。2．附加 问，先把一个陈述句说出，后加“不是 

吗就是”“不行吗能行”“不好吗好”“不对吗对”一类问话格式。否定形式在前、肯定形式在后的正反问格式在普通 

话中不出现。例如： 

①这个人不老实吗老实着呢?喀a ko 弓aD pu 13”乳 ma 13 乳 喀a ni ? 

②你不愿意去吗愿意着呢?ni pu y叠 i“ i44ma i 喀a ni ? 

③客人不吃黑饭吗吃呢?khei 弓3习 pu“珞“1． xei 岛“ITla’喀 。 ni。? 

④明儿他不来吗来呢?mi t a pu lei ma lei ni ? 

⑤你没见过长城吗见过?ni ’mo t 诧“kuo 奄 arj orj。 ma t i圣 kuo ? 

⑥这个人好像是他家亲戚，不是 吗就是?喀a ko 弓aD”x。”siarj“s-144tha t ia 乜 il3 乜⋯i ，pu s"1 

ma ts iou s-1“? 

上述选择问句、正反问句两类句式实际可以归为“x吗Y”一类句式。据张安生研究，“X吗Y”句式在结构上 

可以看作两个是非问句的合并和紧缩 ]( ，而合并是非问句并配合使用连词、语气词，构成选择问句，是汉语乃至 

汉藏语系的重要语法特点。“x吗Y”句式源于金元系白话选择性问句“x+M+Y”句式。关于“x吗 Y”句式中疑 

问语气词“吗”的来源，张安生认为，由金元时期的“x那Y”句式演变为今天西北方言的“X吗Y”句式，其间经历过 

“吗”对“那”的替换 (̈ 。文献资料证明，这种替换肇端于《老乞大》《朴通事》成书的元明时期。 

隆德方言中的“X吗Y”句式在西北汉语方言中有很多，据张安生统计 ，除宁夏同心话 以外 ，这种句式在以下各 

方言中都出现过 ： 

陕西西安：你夜里去来吗没去? 陕西商县：是大字吗是太字? 

陕西华县：不吃吗吃呢? 甘肃兰州：走哩吗缓哩? 

甘肃临夏：吃个啥哩?牛肉面吗卤面? 青海西宁：俅说银川好吗兰州好? 

鸟鲁木齐：你大哩吗我大? 宁夏银川：娃醒了吗是睡着哩? 

宁夏固原：去年冷吗不冷? 

另据黄大祥提供的材料，甘肃民勤方言选择问句有“x+啊 +Y”和“X+莽 +Y”句式 ，例如： 

①楼房莽／啊平房?(普通话：是楼房，还是平房?) 

②你去哩莽／啊我去哩?(普通话：你去呢，还是我去?) 

黄大祥研究后认为，甘肃民勤方言中的选择性问旬格式同样来源于金元系白话。“X+啊 +Y”式来源于金元 

系白话的“x+呵(阿)+Y”式，是更早一些的“x+也 +Y”式的发展。民勤方言中的“X+莽+Y”式实际上是西北 

汉语方言“X+吗+Y”式的音转，同样是对金元系白话“X+麽 十Y”式的继承和发展。 

四、“着”字被动句 

“着”是隆德方言中构成被动句最重要的标记。“着”字被动句是指在核心动词前面，用介词“着”引出施事表 

示被动的主谓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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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树叶着风吹跑了。 u44io 喀 日 ”奄 uei ph3 liou 。 

②衣裳着雨浇湿了。i。 § 喀a y t~i3 liou 。 

③水着热头儿晒干了。 ei 喀a 亏a thour~4sei k交 liou 。 

④杯子着我打碎了。pei 喀a r3o ta 。suei liou 。 

在普通话中，被动标记“被”既可以引出施事组成“被”字介词短语出现在动词前表示被动，也可以直接用在动 

词前表示被动。隆德话中的介词“着”只能引出施事构成介词短语，不能直接用在动词前表示被动，如以下句子都 

不成立 ：“树叶着吹跑了。”“衣裳着浇湿了。”“水着晒干了。”“杯子着打碎了。” 

隆德方言中“着”的被动用法在近代汉语文献中(有的文献也写作“著”，为行文方便 ，本文统一记作“着”)由来 

已久。田春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着”字被动句在文献中的句法特点及历史来源，认为“着”字被动 

句的萌芽可以上溯到魏晋六朝，宋元时代逐渐发展成熟，“着”表被动最初来源于“遭受”义动词“着”的虚化，近代 

汉语后期的部分“着”字被动句也可能来自于同形的“着”字使役句 。 

隆德方言中“着”字被动句句式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大面积存在。据李蓝研究，现代汉语“着”字句主要分布在 

西南官话区(湖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湘语区(湖南)，赣语区(江西)，闽语区(海南、福建)，胶辽官话区(山 

东)，兰银官话区(宁夏)等方言区 J。经笔者实地调查发现，这种句式在隆德及其周边的平凉、天水等中原官话区 

也同样存在。 

除了“着”字以外，隆德方言中还有“让”“教 ／叫”等被动标记，但使用频率较低。普通话中的介词“被”还未出 

现在隆德本地话中。 

五、“着”字使役句 

使役句式是兼语句式的一种 ，“前一动词有使令意义，能引起一定的结果” “ ’。普通话中，常见的表示使役 

意义的动词有“请、使、叫、让、派、催、逼、求、托、命令、吩咐、动员、促使、发动、组织、鼓励、号召”等 。“着”是隆 

德方言中最重要的使役句标记。根据隆德方言实际情况可以分为三类。 

1．表示具体使役的“着”字句。如： 

①老师着学生写作业着呢。13 s3 a Cyo sorj sio Isuo24ni。 喀9 ni 。 

②今儿着(他)跟集 去，明儿着 (他)种 田去。t~i 5r24奄a (t a )koo IS i ￡ i ，mi 5r 奄a 。(tha ) 

喀u日“t i庆 t i。 

2．表示抽象使役的“着”字句。如： 

①这事情最好着他知道。奄9 。s3“ irj tsuei“x。 a tha 喀 to 。 

②着人高兴了一阵子。奄9 弓a习24k3 ~i0 liou i 奄aD“乜1 。 

3．表示被动义的“着”字使役句。如： 

①衣裳着水湿了。i 日 喀a ei 乳。 liou 。 

②他到处小便，着人骂 了些难 听的话。tha to“ u si3 pi交 ，喀a a日 ma44 liou sia n交 

thio ti3xUa44
。 

“着”字使役句句式始见于唐代，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通俗文献里用例比较普遍。冯春田在研究了近 

代汉语的“着”字使役句句式后认为，在这三类句式当中，第一类使役句句式最为常见，出现的时间较早 ’。 

除了“着”字使役句句式以外，隆德方言新派话也开始用“叫／教”“让”作使役句标记，但使用频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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