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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孝方言中的“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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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黄孝方言的“ 叫莫”，意思是“ 听便/尽管”，也存在于周边的西南官话和鄂西北、陕南的移民后裔方言 

中。这个词是由反问句通过省略而演变为动词和连词的。黄孝方言中部的团风方言及相关方言中，存在其4 
个演变阶段的印记:未必难道叫他( 你 ) 莫 VP? 寅叫他（你 ) 莫 VP? 寅叫他( 你 ) 莫？寅叫（他/你）莫动词寅叫 

( 他/你 ) 莫连词。这一至迟在4 0 0年前就发生的演变，在各地的进程不一，其语法化、词汇化的路径颇有特色。 

关 键 词 黄 孝 方 言 “ 叫莫” 语法化词汇化地域分布

中图分类号 H17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8)03-028 1-09

1 引言

本文讨论江淮官话黄孝片(参看李荣等1987:B1-9。以下简称“黄孝方言”）中“叫莫” 一词的意义、 

功能、地域分布，探讨其词汇化、语法化的路径。“叫莫”的意思是“听便/尽管”，可以是动词或连词，也 

存在于毗邻黄孝方言的西南官话武天片和鄂西北、陕南等地来自黄孝地区的移民后裔方言中。许宝华 

和宫田一郎(1999:1209)收录的似乎是其在部分地方的连词用法:“②<连>任凭。江淮官话。湖北广济 

[諬iau35mo?21] : ~你去，我又冇把你绑起。③<连>尽管。西南官话。湖北武汉[諬iau35m〇213] : ~ 他不 

肯，我还是劝他|~他不好，你还是莫见怪。”但是，“任凭”有动词、连词两个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五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5:1151页），在释义②中显然应该理解为动词 

“听凭”的意义。朱建颂(1995:201)也记录了武汉方言中“叫莫”[諬iau^ mo]的连词和动词用法:“① 

尽管。表示姑且承认某种事实，下文用转折来反接:叫莫他不肯，我还劝他。叫莫他这样对我，我不记他 

的仇。②任凭。（表示无可奈何）:他硬是不干，叫莫他。”

显然，作为注音释义的一般词典，不可能对“叫莫”的地域分布、功能做全面的介绍。尤其是“叫莫” 

的字面意义为“叫（他人)别(那样）”，其两个语素是怎么构成“听便、尽管”的意义的，词典也不可能予 

以解释。童健(2006)则对湖北黄冈市一个方言点（原文未指出具体方言点，其用例像黄州区方言。）中 * *

[收稿日期]2017 年 4 月 16 日 [定稿日期]2018 年 4 月 8 日 doi:10. 7509/j. linsci. 201804. 031912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YY037)的相关阶段性成果之一。方言用例的主要提供者是：吴光辉（团 

风），王有余（黄梅关湖），卢烈红（黄梅），辛亚宁（鄂西北），周政（陕南），梅福林（新洲），廖毅、叶立元（鄂州），左林 

霞 、王求是（孝南），盛银花（安陆），左翠玲(广水），邵则遂（武天片）。《语言科学》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提出了中肯的 

修改意见。对于给本文写作提供帮助的人士，作者谨致以真诚的谢意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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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莫”的分布进行了全面的描写，认为该词中的“叫”是“任凭、让”的意思，“莫”是没有否定意义的代 

词，指代主语、谓语、宾语等。这与视“叫莫”为动词、连词的看法相矛盾，其意义分析也颇为可疑，因为 

黄孝方言中的“叫、莫”根本就没有那些意义。黄孝方言中，表示“任凭、让”的意思一般是用“随”或上 

声的“尽”（随/尽他去说，我不怕)等，“叫”一般表示“呼喊(叫人)、招呼(叫婆婆）、鸣叫（鸡叫了）、名称 

是(他叫二毛）、诉说(叫穷）冶等，绝无北方官话中“任凭、让”的意义;而“莫”是表示制止的否定副词(莫 

去），绝无所谓不表示否定的代词用法。因此，童健的说法靠不住。

事实上，“叫莫”这个令人费解的语素组合，是黄孝方言及毗邻的西南官话和鄂西北、陕南的移民后 

裔方言中词汇化、语法化的特殊现象。以下主要以黄孝方言中部的团风县方言为例，兼及相关方言，对 

“叫莫”进行再讨论，以弄清其地域分布、功能和得义之源。

2 “叫莫”的意义、分布

本节先以团风方言为例介绍“叫莫”及其变体，然后简介相关方言中“叫莫”的分布。

2 . 1 团风方言中的“叫莫”及其变体 

2 . 1 . 1单用的“叫莫”

动词“叫莫”常常单用，意为“听便/听凭”，常在对话中用于应答句句首。例如：

(1) 甲:这伢只晓得玩，不光大人的话听不进去，连老师的话也听不进去。

乙:叫莫，将来考不取高中，回来种田，就晓得厉害。

(2) 甲:三毛儿这个人啦，不是抹牌赌博，就是吵嘴打架，总不做正经事。

乙:叫莫，落了最后吃亏的是自家。

“叫莫”前的起始句，表达的多为消极的内容，如例（1)、(2)中的“只晓得玩、话听不进去”和“不做正经 

事”;应答句的“叫莫”有“随便、听之任之”的意思。但起始句也可以表达并非消极的内容，尽管这样的 

用法很少见;相应地，应答句的“叫莫”就有“应该的、不应该阻止”的意思。例如：

(3) 甲:我那个家伙指男孩子读书太苦了，天天熬夜。

乙:叫莫，读书是要吃点儿苦。不吃苦将来考不取大学。

不难看出，例(3)起始句表达的是说话人认为是异乎寻常的现象，如“读书熬夜”。应答句则表达听话人 

认为不应阻止所述之事，即“听便”的态度;接下来表述“听便”的原因，是对起始句说话人意图的逆转， 

如“读书是要吃点苦”，原因句前大都可以加上“但是”。

2 . 1 . 2非单用的“叫莫”

非单用的“叫莫”一般为连词(详见2.1.4)，意为“尽管”，必须与其他成分连用，构成让转关系的复 

句:可以出现在应答句句首，构成“叫莫+小句”充当让转关系复句的偏句，如例(4 )、( 5 );也可以出现在 

其他让转关系复句中让步分句的开头，如例(6 )-(8)。例如：

(4) 甲:他总是拱倒怂恿一些人搞你。

乙:叫莫他那样搞，也詬没有伤到我。（记音字首次出现时，底下加波浪线标记。下同）

(5) 甲:詬你的那个儿太犟了，你要管下子一下。

乙:叫莫我是老子，也管不了他。

(6) 我病得要死，你冒来看一眼睛，[kh3n3 ]早现在问我要钱。叫莫你是儿，我也冒得没有钱把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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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你 们 想 搬 那 个 大 詬 詬 石 头 ？ 算 了 ！叫 莫 你 们 年 轻 力 壮 ，搬 不 动 的 。

(8 )  那 几 年 下 [x a2 ]都 饿 肚 子 ，叫 莫 是 弟 兄 伙 里 之 间 ，哪 个 也 救 不 了 别 个 。

例 ( 4 ) - ( 8 )中 ，连 词 “叫 莫 ”前 的 句 子 ，并 无 特 定 的 表 达 倾 向 。而 “叫 莫 ”所 在 的 分 句 ，则 表 达 姑 且 承 认 某  

种 事 实 的 让 步 意 义 ，如 “他 那 样 搞 、我 是 老 子 、你 是 儿 、你 们 年 轻 力 壮 、是 兄 弟 姐 妹 ”;后 一 分 句 则 是 表 达  

转 折 的 意 义 ，如 “冒 伤 到 我 、管 不 了 他 、冒 得 钱 把 你 、搬 不 动 、救 不 了 别 个 ”。

2.1.3 “叫 莫 ”的 变 体

“叫 莫 ”是 个 离 合 词 ，所 涉 “听 便 ”或 让 步 的 对 象 “他 /你 ”可 插 人 词 中 ，形 成 变 体 “叫 他 (你 )莫 ”。其  

动 词 变 体 可 以 单 用 于 对 话 中 的 应 答 句 ，如 例 ( 9 ) - ( 1 1 )，意 思 是 “随 他 （你 )便 ”;其 连 词 变 体 可 以 出 现 在  

应 答 句 开 头 或 其 他 让 转 复 句 中 ，如 例 ( 1 2 ) - ( 1 3 )，意 思 是 “尽 管 他 (你 )… ”。例 如 ：

( 9 )  甲 :他 总 是 背 后 说 你 坏 话 。

乙 :叫 他 莫 唦 。

( 1 0 )  甲 :伢 儿 读 书 真 辛 苦 ！

乙 :叫 他 莫 ，吃 点 儿 苦 总 有 好 处 的 。

( 1 1 )  甲 :我 要 在 会 上 公 开 跟 你 提 意 见 。

乙 :叫 你 莫 ，我 不 怕 。

( 1 2 )  甲 :詬 我 家 那 个 儿 ，做 水 利 真 苦 ，天 天 开 夜 工 。

乙 :叫 他 莫 总 开 夜 工 ，也 冒 做 出 个 名 堂 来 。

( 1 3 )  叫 你 莫 梗 天 整 天 满 在 处 到 处 说 我 拐 坏 ，我 也 不 怕 。

但 是 ，第一人称代詬司“我 ”不 能 插 人 “叫 莫 ”中 ，因 为 “我 ”不 可 能 是 说 话 人 “听 便 ”或 让 步 的 对 象 。关  

于 “叫 莫 ”的 变 体 的 分 析 详 见 下 文 3 . 1 和 3.2 节 。

2.1.4 “叫 莫 ”及 其 变 体 的 两 类 歧 义

其 一 ，如 果 其 后 出 现 短 小 的 主 谓 结 构 ，“叫 莫 ”可 以 有 “尽 管 、听 便 ”两 个 意 义 ，其 中 “听 便 ”义 的 用 法  

不 常 见 ;两 个 意 义 的 分 句 重 音 不 同 ，后 续 句 也 不 同 。例 如 ：

( 1 4 )  叫莫你说尽管你说(“说”念重音）|听便你说(“莫”念重音），他 也 不 改 I我 不 怕 。

其 二 ，如 果 其 后 出 现 简 短 的 V P，则 变 体 “叫 他 (你 )莫 ”也 有 “听 便 、尽 管 ”的 歧 义 ，其 “莫 ”还 可 以 表  

达 “劝 阻 ”的 基 本 义 。 因 此 ，短 语 “叫 他 (你 )莫 V P”有 重 音 不 同 的 三 个 意 义 ，其 后 续 句 亦 不 同 。例 如 ：

( 1 5 )  甲 :他 一 天 到 下 昼 黑 一 天 到 晚 口 里 总 在 唱 。

乙 ：叫他莫唱听便他唱（“莫”念重音）I尽管他唱（“唱”念重音）I叫他别唱（“莫唱”念重音），只 要 不

耽 搁 做 事 I活 还 是 做 得 蛮 好 的 I唱 得 人 心 烦 。

可 见 ，其 后 出 现 的 谓 词 性 成 分 简 短 时 ，“叫 莫 ”及 其 变 体 都 可 以 有 连 词 和 动 词 两 种 意 义 。

2.2 “叫 莫 ”及 其 变 体 在 其 他 黄 孝 方 言 中 的 分 布

据 我 们 调 查 ，“叫 莫 ”及 其 变 体 存 在 于 绝 大 多 数 黄 孝 方 言 中 :湖 北 黄 冈 市 辖 黄 州 、团 风 、浠 水 、罗 田 、 

英 山 、蕲 春 、黄 梅 、武 穴 、红 安 、麻 城 诸 县 市 区 ，孝 感 市 辖 孝 南 、孝 昌 、应 城 、云 梦 、大 悟 诸 县 市 区 ，武 汉 市 辖  

黄 陂 、新 洲 区 ，鄂 州 市 ;江 西 九 江 市 辖 浔 阳 、江 州 、庐 山 、瑞 昌 诸 区 市 。例 如 ：

( 1 6 )  a .叫莫尔听便你海咄胡睞胡说八道，我 只 当 狗 况 吠 洋 船 。 |叫 渠 莫 哇 ！人 善 人 欺 天 不 欺 。 

b .叫 莫 尽 管 渠 不 爱 ，我 还 是 要 说 。 |叫 尔 莫 屋 里 有 钱 ，我 也 不 问 尔 屋 里 借 。 （黄 梅 关 湖 ）

( 1 7 )  叫莫听便，他 乱 搞 ，捉 去 就 好 。 |叫 莫 听 便 他 说 ，懒 得 耳 理 睬 他 。 （鄂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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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你 去 不 去 我 不 管 ，叫 莫 尽 管 你 不 去 ，我 肯 定 要 去 的 。 （新 洲 ）

( 1 9 )  甲 :他 总 在 背 后 说 尔 拐 话 。

乙 :叫他莫听他便，身 正 不 怕 影 子 斜 。 （孝 南 ）

例 （16) - ( 1 9 ) 四 个 方 言 点 涵 盖 了 黄 孝 方 言 东 （黄 梅 ）、中 （鄂 州 和 新 洲 ）、西 （孝 南 ）三 片 （汪 化 云 2 0 1 6 : 

1 9 )。其 中 黄 梅 关 湖 方 言 列 举 了 “叫 (渠 / 尔 )莫 ”表 “听 便 (上 一 行 ）、尽管冶（下 一 行 )两 义 ，其 他 三 地 只 列  

举 了 其 中 一 义 ，但 “叫 莫 ”及 其 变 体 的 两 种 意 义 都 普 遍 存 在 ，与 团 风 方 言 基 本 一 致 。 不 过 不 同 的 是 :第  

一 ，非 单 用 的 “叫 莫 ”表 示 “听 便 、尽 管 ”两 义 ，只 存 在 于 黄 梅 等 少 数 地 方 ，多 数 地 方 只 有 “尽 管 ”的 意 义 。 

第 二 ，鄂 州 方 言 没 有 变 体 “叫他/你 莫 ”;黄 梅 除 关 湖 一 带 外 ，没 有 “叫 尔 莫 ”。第 三 ，能 插 人 “叫 莫 ”中的 

第 三 人 称 代 词 ，在 东 部 武 穴 、黄 梅 、浔 阳 、江 州 、庐 山 、瑞 昌 是 “渠 ”，音[奂 x e ] (武 穴 ）或[奂 k h* / 奂k he ] (其  

余 地 方 ），其 他 地 方 为 “他 ”;能 插 人 “叫 莫 ”中 的 第 二 人 称 代 词 ，黄 州 、应 城 、团 风 、新 洲 为 “你 ”，其 余 为

“尔冶[奂n ] 。

不 过 ，跟 中 原 官 话 毗 邻 的 湖 北 省 孝 感 市 辖 安 陆 市 、随 州 市 辖 广 水 市 ，其 方 言 虽 然 皆 属 黄 孝 片 ，但 都 不  

存 在 “叫 莫 ”，要 表 达 相 应 的 意 思 ，只 能 用 其 他 词 语 。如 安 陆 方 言 ：

( 2 0 )  尽 听 凭 他 去 说 ，我 不 听 。 |就 算 尽 管 落 了 一 场 雨 ，旱 情 还 是 冒 没 大 缓 解 。

这 应 该 与 其 处 在 黄 孝 方 言 的 西 端 ，被 其 他 没 有 “叫 莫 ”的 方 言 包 围 而 受 其 影 响 有 关 。

2 . 3 相关方言中的“叫莫”及其变体

西 南 官 话 武 天 片 的 武 汉 、天 门 、汉 川 、仙 桃 方 言 也 存 在 “叫 (他 /你 )莫 ”，其 他 毗 邻 黄 孝 方 言 的 地 方 亦  

有 零 星 的 存 在 ，其 意 义 和 功 能 与 团 风 方 言 相 同 ，不 赘 述 。 以 下 简 介 鄂 西 北 的 竹 溪 、竹 山 、郧 西 和 陕 南 的 平  

利 、白 河 、旬 阳 诸 县 方 言 的 “叫 莫 ”等 。这 些 地 方 的 居 民 主 要 为 清 乾 嘉 时 期 来 自 黄 孝 地 区 的 移 民 后 代 ，其  

方 言 受 周 边 中 原 官 话 和 西 南 官 话 影 响 很 大 ，与 黄 孝 方 言 渐 行 渐 远 （汪 化 云 2 0 1 6 : 5 ) ;但 仍 存 在 “叫 莫 ”和 

“叫他 /渠 /你莫冶（记 作 “叫 (他 /渠 /你 )莫冶），其 意 义 和 功 能 与 团 风 方 言 不 完 全 相 同 。

2 . 3 . 1 竹 溪 城 关 镇 方 言 的 “叫 (渠 /你 )莫 ”

鄂 西 北 三 县 方 言 中 ，竹 溪 城 关 镇 方 言 “叫 （渠/你 )莫 ”是 动 词 或 连 词 ，意 义 、功 能 与 团 风 方 言 基 本 相  

同 ，如 例 (21 ) 、( 23 ) ，但 单 用 的 情 况 很 少 ，如 例 (2 2 ) ;其 后 有 短 小 V P 时 ，整 个 短 语 也 存 在 三 种 歧 义 ，如例

( 2 4 )。例 如 ：

( 2 1 )  甲 :他 背 后 常 说 你 的 坏 话 。

乙 :叫 莫 听 便 渠 说 ，身 正 不 怕 影 子 斜 。

( 2 2 )  甲 :我 那 个 儿 子 ，读 书 真 刻 苦 ，天 天 晚 上 熬 夜 ，叫 他 早 点 睡 ，就 是 不 肯 。

乙 :叫 （他 )莫 听 便 ，读 书 是 要 吃 点 苦 ，不 然 ，将 来 考 不 取 大 学 。

(2 3 )  叫 你 莫 尽 管 你 屋 里 你 家 有 钱 ，我 也 不 问 你 屋 里 借 。

( 2 4 )  甲 :你 儿 子 在 玩 水 。

乙 :叫 他 莫 听 便 他 去 玩 嘛 ！ |叫 他 莫 叫 他 别 玩 ！ |叫 他 莫 尽 管 他 玩 ，也 淹 不 死 。

但 是 ，竹 山 、郧 西 以 及 竹 溪 其 他 乡 镇 方 言 中 的 “叫 （他 /渠 /你 )莫 ”一 般 为 动 词 ，不 作 连 词 ，与 黄 孝 方  

言 动 词 “叫 (他 /渠 /你 /尔 )莫 ”意 义 相 同 而 功 能 、分 布 不 一 :一 般 不 单 用 ，常 构 成 “叫 （他 /渠 /你 ) 莫 V P” 

结 构 ，表 达 “听 便 (他 /你 )V P”的 意 思 ;其 V P 或 为 指 代 谓 词 的 “这 地 /那 样 /那 儿 地 ”，如 例 ( 2 5 ) 、( 2 6 ) ;如 

果 其 后 不 出 现 V P，则 要 出 现 表 肯 定 助 词 ，如 竹 溪 桃 源 乡 “叫 他 莫 ”后 的 “不 得 ”，如 例 ( 2 7 )。例 如 ：

( 2 5 )  甲 :他 总 在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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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叫他莫听便他说。（竹山宝丰镇方言）

(26) 甲:他总在说你。

乙:叫他莫听便他那样。（郧西土门镇方言）

(27) 甲:张勇这个人，闲着没有事，要么打牌赌博，要么跟别人吵嘴打架，就是不做正经事。

乙:叫他莫不得，到头来吃亏的是他各人他自己。（竹溪桃源乡方言）

2 . 3 . 2陕南方言的“叫(他/渠/你)莫”

陕南的平利以及白河、旬阳的后山地区，也存在动词“叫（他/渠/你)莫”，一般不单用，意义、功能与 

竹溪城关镇以外的鄂西北三县方言相同，也不作连词。如平利方言：

(28) 甲:他天天熬夜读书。

乙:叫莫他去读，有好处。

(29) 甲:他背后说你坏话。

乙:叫莫I叫他莫去说，我不怕。

2 . 3 . 3小结

不难发现，鄂西北和陕南的移民后裔方言中，除竹溪城关方言外，“叫（他/渠/你)莫”没有表示“尽 

管”的连词意义，即尚未如团风等黄孝方言和武汉等西南官话那样进一步虚化。

“叫莫”及其变体复杂的地域分布，透露出其语法化和词汇化过程中的某些信息。

3 “叫莫”的词汇化与语法化

“叫莫”的“听便/尽管”义来自反问句的词汇化、语法化，以下主要以团风方言为例讨论。

3 . 1 动词“叫莫”及其变体的产生

回应对方的说话，团风方言同其他方言一样，也常有两种形式:其一，使用肯定的形式、陈述的手段; 

这种方式没有特别的色彩，如例(30)中乙的前一种说法。其二，使用否定的形式、反问的手段;这种方 

式形式上为否定，但其反问语气加否定词构成了肯定因子（吕叔湘2002:291)，表达的是强调肯定，具有 

较强的感情色彩，如例(30)中乙的后一种说法，例如：

(30) 甲:他总在背后说你。

乙:尽他去说。 I 未必难道叫他莫说？（不能叫他别说，只能听便）

例(30)乙两种说法同义，都可理解为“听便”，但后一种说法可能是动词“叫莫”的前身。其理由有二： 

第一，单用的“叫莫”与“未必叫他莫那样?”的基本意义都是“听便”，因此后者具备演变为前者的 

语义基础。

第二，如 2.1所述，“叫莫”为应答句的句子，其起始句表达的内容都是异乎寻常的，多为令听话人 

反感的现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反问形式的现场应答，更符合感情强烈的表达需求，因而通常会优先选 

用而习语化(idiomization)。习语化则是语法化和词汇化都具有的特征。根据语法化的“频率原则”，某 

些实词或结构“使用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虚化”;而虚化中“语形的变化是由大变小，由繁变简冶（沈家煊 

1994)。这就是说，“未必叫他莫那样?”容易习语化并且虚化;而虚化了的成分要求其语形尽可能简单 

化，这就不能不导致有理据或没理据的脱落或缩减，使其语法化得以完成。而习语化导致的语形简短， 

也是词汇化的初级阶段(董秀芳2010)。

可见，上述反问形式的现场应答，具备演变为“叫莫”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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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实 上 ，团 风 方 言 中 表 达 与 动 词 “叫 莫 ”基 本 相 同 的 意 义 ，存 在 着 包 括 反 问 句 在 内 的 、构 成 成 分 具 有  

语 形 联 系 的 5 个 常 用 表 达 形 式 。这 也 意 味 着 其 间 应 该 经 历 了 如 下 的 演 变 过 程 ：

未必难道叫他 /你 莫 那 样 ？寅 叫 他 /你 莫 那 样 ？寅 叫 他 /你 莫 ？寅 叫 他 /你 莫 寅 叫 莫  

上 述 演 变 链 条 中 的 5 种 形 式 ，操 团 风 方 言 者 可 以 任 选 使 用 ，其 基 本 意 义 不 变 （语 气 不 一 定 相 同 ），都 表 达  

说 话 人 认 为 无 所 谓 的 色 彩 ，证 明 这 一 包 含 4 个 环 节 的 过 程 应 该 存 在 。但 是 ，各 环 节 的 演 变 性 质 并 不 相  

同 ，以 下 以 “未 必 叫 他 莫 那 样 寅 叫 他 莫 那 样 ？寅 叫 他 莫 ？寅 叫 他 莫 动 词 寅 叫 莫 动 词 ”为 例 讨 论 ：

1 )  由“未 必 叫 他 莫 那 样 ?”演 变 为 “叫 他 莫 那 样 ?”。其 输 出 端 省 略 了 语 气 副 词 “未 必 ”，但 仍 是 以 否  

定 加 反 问 语 气 表 达 肯 定 的 意 义 ，强 调 “听 便 ”：由 于 整 个 句 子 承 载 了 反 问 语 气 ，因 此 语 气 副 词 可 以 视 为 具  

体 性 的 赘 余 成 分 而 予 以 省 略 。这 是 口 语 中 为 了 简 洁 而 发 生 的 语 用 省 略 ，一 定 程 度 上 增 加 了 整 个 结 构 的  

抽 象 性 ，是 其 词 汇 化 和 语 法 化 的 发 轫 阶 段 。

2 )  由“叫 他 莫 那 样 ?”演 变 为 “叫 他 莫 ?”。其 输 出 端 省 略 了 “那 样 ”而 表 意 不 变 。从 语 法 的 角 度 看 ， 

其 演 变 的 输 人 端 是 由 动 宾 短 语 “叫 他 ”和 偏 正 短 语 “莫 那 样 ”构 成 的 兼 语 句 ;“莫 ”在 结 构 上 属 后 ，与 “叫 

他 ”不 在 同 一 层 次 。后 端 省 略 谓 词 性 的 “那 样 ”，副 词 “莫 ”就 失 去 了 依 托 ，结 构 上 悬 空 了 ，于 是 “叫 他 莫 ” 

之 间 就 可 能 发 生 “改变分界冶 （ Langacker 1 9 7 7 ) 的 现 象 而 重 新 分 析 。但 由 于 “叫 他 莫 ?”为 对 话 省 ，保 留 了  

反 问 的 句 调 而 肯 定 因 子 依 然 存 在 ，仍 属 于 句 子 范 畴 ，其 省 略 的 成 分 可 以 意 会 （当 然 也 可 以 恢 复 ），因而可  

分 析 ( analyzable) ，其 语 法 化 和 词 汇 化 只 是 可 能 而 没 有 发 生 。

3 )  由“叫 他 莫 ?”演 变 为 “叫 他 莫 ”。省 略 是 一 种 语 用 手 段 ，但 长 期 使 用 会 形 成 一 种 新 的 习 用 格 式 ，进 

而 导 致 重 新 分 析 。这 个 演 变 阶 段 的 输 出 端 “叫 他 莫 ”失 去 了 反 问 的 句 调 ，导 致 句 子 的 肯 定 因 子 丧 失 ，只 

能 用 肯 定 的 陈 述 语 气 予 以 补 偿 。但 其 整 个 结 构 不 合 语 法 ，这 就 使 得 第 二 阶 段 具 备 的 演 变 可 能 成 为 了 现  

实 :首 先 ，“叫 他 莫 ”跨 层 组 合 为 一 个 片 段 ，使 得 其 前 端 的 “语义褪色冶 （ semantic fading) ;“莫 ”的 否 定 意 义  

随 之 消 失 ，作 为 黏 着 成 分 构 成 了 肯 定 形 式 的 动 词 “叫 他 莫 ”，发 生 了 词 汇 化 。其 次 ，前 两 个 环 节 中 的 否 定  

加 反 问 句 调 演 变 为 这 个 阶 段 的 肯 定 句 调 ，但 “叫 他 莫 ”不 再 是 合 法 的 语 法 结 构 ，只 能 去 范 畴 化 ( decatego- 
rization)而 发 生 语 法 化 。这 个 阶 段 的 输 人 端 还 存 在 省 略 的 影 子 ，但 输 出 端 的 内 部 理 据 模 糊 ，只 能 从 整 体  

上 重 新 分 析 为 由 “听 便 ”义 动 词 “叫 他 莫 ”构 成 的 肯 定 句 。

普 通 话 的 “这 不 ”、黄 孝 方 言 的 “詬 | ”（这 不 噢 ），这 两 个 指 示 叹 词 都 是 由 反 问 句 通 过 省 略 引 发 词 汇  

化 和 语 法 化 而 形 成 的 。黄 孝 方 言 中 的 詬 吾 “管 你 么 样 ”，表 示 “不 管 你 怎 么 样 ”，也 是 来 自 反 问 句 失 去 反  

问 语 气 的 语 汇 化 (汪 化 云 20 1 6 : 1 3 8 - 1 4 2 )。这 证 明 上 述 由 反 问 句 失 去 反 问 语 气 的 重 新 分 析 可 以 成 立 。

董 秀 芳 (20 0 9 )认 为 ，汉 语 “词 汇 化 的 源 头 很 多 都 是 具 有 内 部 结 构 关 系 的 句 法 形 式 。从 句 法 形 式 变  

为 词 汇 形 式 ，一 个 重 要 的 诱 因 是 句 法 系 统 在 某 个 方 面 发 生 了 演 变 ，从 而 造 成 某 类 结 构 形 式 不 再 是 合 法 的  

句 法 形 式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通 过 词 汇 化 的 方 式 进 人 了 词 库 ”。她 指 出 ，这 些 演 变 有 3 类 情 形 :实 词 句 法 功  

能 的 变 化 ，功 能 词 的 变 化 ，词 序 的 变 化 。显 然 ，“叫 他 莫 ”的 词 汇 化 是 这 3 类 以 外 的 一 种 :句 子 成 分 的 省  

略 ，产 生 了 一 个 看 不 出 内 部 结 构 的 不 合 法 形 式 “叫 他 莫 ”，三 个 音 节 都 非 语 素 化 ( demorphologization) 了; 

于 是 吸 收 原 句 的 意 义 ，通 过 转 喻 的 手 段 凝 固 为 词 ，跟 “友 于 、勇 于 ”成 词 的 情 形 相 似 。

4 )  由 动 词 “叫 他 莫 ”演 变 为 “叫 莫 ”。其 输 出 端 的 “他 ”处 于 三 音 节 词 的 中 间 ，念 轻 声 ;其 输 出 端 省 略  

这 个 轻 声 音 节 构 成 了 双 音 节 的 动 词 ，这 是 语 法 化 在 词 形 方 面 求 简 的 结 果 ，符 合 汉 语 词 双 音 化 的 趋 势 。这 

就 使 得 输 出 端 的 两 个 语 素 完 全 黏 着 ，意 义 抽 象 ，彻 底 丧 失 了 范 畴 特 征 。

以 上 四 个 阶 段 ，反 映 出 “未 必 叫 他 莫 那 样 ”由 句 子 演 变 为 词 的 过 程 。前 两 个 阶 段 为 语 用 的 省 略 ，第 

三 阶 段 为 词 汇 化 和 语 法 化 的 发 生 ，第 四 阶 段 以 双 音 化 最 终 完 成 词 汇 化 和 语 法 化 。在 汉 语 的 历 时 发 展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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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子系统与词汇子系统的变化是密切关联的(董秀芳2009)。句法往往驱动语义的变化，通过吸收结 

构的意义、重新分析而改变直接成分的边界。团风方言中“未必叫他莫那样”的动词化，正是句法驱动 

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显然，“未必叫你莫那样?”也应该有着同样的演变过程，不赘述。

3 . 2 连词“叫莫”及其变体的产生

如 2.1节所述，团风方言的动词“叫（他/你)莫”多出现在这样的语境:起始句提出一种异乎寻常的 

现象，应答句先用“叫莫”表示“听便”，然后表达“听便”的原因，是对起始句内容的逆转。例如：

(31) 甲:他们几个满在处道你的拐到处说你的坏话。

乙:叫他莫，我不怕。

(32) 他说你冒得没有能力。

乙:叫他莫，学院这几年的发展是摆倒着的。

既然“叫(他/你)莫”为动词，那么其后应该可以出现宾语，即“听便”的对象。黄孝方言就存在这种现 

象(参看2.1 和 2.2 节）：其对象宾语照应起始句陈述的事件，由简短的VP充当。例(31 )、（32)中的 

“叫他莫”后面就可以出现对象宾语“说”。这导致可能构成一个新的陈述，使“叫（他/你)莫”涉及两个 

分句:“（听便)VP1”和“（但)VP2”（听便的原因）。两个分句构成表示让转关系的语法槽，给出了“叫 

(他/你)莫”虚化为让步连词的条件，这使得“叫他/你 VP”可以有“听便/尽管”两解(参看2. 1和 2. 2 

节）。如例(33)中乙所说的“叫他莫笑”就具有这样的歧义(重音不同。参看2.1节）：

(33) 甲:他总在笑。

乙:叫他莫听便他I尽管他笑，只要他不耽搁做事I活还是做得蛮好。

这是其由动词向连词演变的中间阶段一 两解(听便/尽管）,正是其处在重新分析中的表现，与“任凭” 

兼属连词和动词类似。更进一步，随着其“听便”义的淘汰，“叫（他/你)莫”就演变为连词，虚化为语法 

性成分了。黄孝方言VP前的“叫(他/你)莫”较少表达“听便”义(参看2.1 和 2.2 节），说明其语法化 

基本完成。

上述鄂西北、陕南的移民后裔方言中，“叫莫”及其变体除竹溪城关镇以外均为动词，其后一般要出 

现 VP作宾语(参看2.3节）。这也证明，动词“叫莫”后出现VP，是其虚化过程中应有的阶段。当然，这 

并不必然导致重新分析，多数移民后裔方言中没有出现连词“叫莫”就是证明。

但为什么是简短的VP作宾语，才出现“叫莫”及其变体的两解和重新分析？这可能与口语句都比 

较短小有关;长的VP往往比较正式，难以发生虚化。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3 . 3 小结

如 3.1节所述，黄孝方言表达“听便”义的5 个同义形式，存在4 个演变阶段。但由于动词“叫他 

(你)莫”和“叫莫”同义且在各方言点大多并存使用，故本文把前者视为后者的变体(2.1 节）。而且，动 

词“叫莫”及其变体都发生了向连词的演变(3.2 节），因此可将3.1 和 3.2 节中后两个演变阶段合并为 

一个:（叫他莫动词寅叫莫动词)寅叫（他/你)莫动词，并且将3. 1 和 3. 2 节中所述演变概括为以下链条： 

未必叫他/你莫那样？寅叫他/你莫那样？寅叫他/你莫？寅叫(他/你)莫动词寅叫(他/你)莫连词 

这个演变链条不仅存在于黄孝方言，也在其移民后裔的方言、毗邻的西南官话中有所表现。但是，从上 

文的描写来看，“叫莫”一词的语法化、词汇化在地域上并不同步。这主要有两种情形：

第一，黄梅方言多无变体“叫尔莫”，鄂州方言无变体“叫他/你莫”，其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进程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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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言点快:2.1节中所述第4 个演变环节的输人端淘汰了“叫尔(渠/他)莫”，仅留下了“叫莫”。

第二，在鄂西北、陕南的移民后裔方言中，“叫（他/渠/你)莫”大多没有虚化为连词，反映出这样的 

事实:黄孝方言至少在400年前的乾嘉移民之前就产生了这个词的动词用法，并由移民带到了鄂西北和 

陕南;但这一在其母体中继续的语法化进程，在移出地的多数方言中没有继续而止步于动词。

4 结语

以上介绍了动词、连词“叫莫”及其变体的意义、功能、地域分布，讨论了其语法化、词汇化过程。不 

难发现，这个词及其变体主要存在于黄孝方言及其移民后裔的方言中，基本上可以视为黄孝方言的特征 

词。与之相关，以下三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1) 存在“叫莫”的西南官话武天片与黄孝片毗邻。其中武汉市的江北汉口地块，在清末民初本来就 

是黄陂县(今黄陂区)属地，居民操黄孝方言;由于其城市在近代的崛起而移民众多，其方言演变为西南 

官话了（汪化云2009)。武天片的天门、汉川、仙桃等方言是否与武汉方言一样本为黄孝方言分布区，而 

在近代演变为西南官话的？研究这种现象，对构拟黄孝方言、西南官话的历史无疑具有价值。

2) 湘语长沙方言的“叫莫”意为“何不”，是用反问语气表示“应该/可以”，例如“你叫莫坐明天的 

车，今天的车咯样挤。”（许宝华和宫田一郎1999:1209)这个语气副词的存在面有多大？其形成机制是 

否与黄孝方言的“叫莫”类似？与“听便/尽管”义有无联系？ “叫莫”是否古楚语词的遗迹？值得探讨。

3) “叫莫”与“遮莫”。汉语史上，存在着连词“遮莫”，意思是“尽管、任凭”，其意义和分布跟黄孝方 

言非单用、表示“尽管”的“叫莫”类似。这个词最早见于晋代，此后长期沿用。例如：

(34) 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冶（晋干宝《搜神 

记》卷十八）

(35) 遮莫你偻罗上陵天，南州北郡置庄田。未待此身裁与谢，商量男女拟分钱。（《敦煌变文 

集•新书》卷三）

(36) 夜久灯花落，熏笼香气微。锦衾重自暖，遮莫晓霜飞。（《全唐诗》卷 160)

(37) 芒蹊竹杖布行缠，遮莫千山更万山。（宋苏轼《次韵答宝觉》）

(38) 风月闲人，倒落得个散诞消遥百不忧，遮莫的山崩海漏，鸟飞也那兔走。（元范康《竹叶

舟》）

“遮莫”与“叫莫”的“莫”相同，但“遮冶（章母麻韵，但曾用同代词“這”，黄孝方言多念阳去声）与 

“叫冶（见母啸韵)读音不一。二者是否有某种联系？其形成是否有共同之处？也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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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w ord “ jia o m o”（叫 莫 ） in  H uangx iao  d ia le c t ,  ex p ress in g  th e  m ean in g  of concess io n  can  
also  b e  found  in  su rro un d in g  S ou thw estern  M and arin  an d  d ia lec ts  of th e  d e ced e n ts  of im m igran ts in  northw est
e rn  H u b ei an d  sou th e rn  Shaanxi p rov in ces. T his com bin a tio n  orig ina tes  from  an  ab b rev ia tio n  of a  rh e to rica l 
q u estio n  an d  su b seq u en tly  d evelops in to  a  verb  o r co n ju n c tio n . T races  of four ev o lu tionary  s tages of “ jia o m o ” 
from  a  rh e to rica l q u estio n  to a  concess ion  co n ju n c tio n  ca n  b e  d e tec ted  in  T uang feng  su b -d ia le c t of H uangx iao . 
T he ev o lu tion  of “ jia o m o ” , d a tin g  b ack  over 4 0 0  y e a rs , d isp lay s geog rap h ica l varia tions in  p ro c e s s , an d  th e  
p a th s  of its  g ram m atica liza tion  an d  lex icaliza tion  ex h ib it d is tin g u ish in g  fea tu re s.

Keywords H uangx iao  D ia lec ts ; “ jia o m o”； g ram m atica liza tio n； lex ica liz a tio n； geog rap h ica l d is trib u tio n

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