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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语法学视野下的安徽铜陵方言暟把暠字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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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摘暋要椵暋安徽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字在意义和用法上有很多特殊之处暎暟把暠可以作动词暍介词棳或者轻动

词暍量词暍连词和助词等暎运用生成语法理论棳讨论铜陵方言中暟把暠字的动词暍介词或轻动词的

用法及其结构的生成方式暎暟把暠作量词暍连词及助词的意义和用法棳则通过与普通话比较进行

概括暎铜陵方言中暟把暠字语义特征暟未定值暠棳因而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语境暎其中棳暟把暠字有

一类用法比较特殊棳有些语法学家认为用作介词棳有些认为是轻动词棳分别用并列测试和移位

测试作为证据暎本文利用这两种方法分别对铜陵方言的暟把暠字进行测试棳发现斢旟斺斿旙旐斸提出

的常规暟把暠字句在结构上具有歧义性的结论对铜陵方言并不一定成立暎
椲关键词椵暋铜陵方言椈暟把暠字用法椈并列法椈移位法

椲中图分类号椵斎棻椃棾暋暋暋暋椲文献标志码椵斄暋暋暋暋

暋暋安徽铜陵方言属吴语 宣州片方言棳可
以分为当地话暍圩里话暍山佬话等棾种次方言暎
当地话指目前铜陵义安区所普遍使用的语言椈
圩里话是长江沿岸一带人们使用的语言椈山佬

话是铜陵南部山区的人们使用的语言暎本文主

要研究铜陵义安区方言中暟把暠字的用法暎在该

方言区棳暟把暠字用法十分特殊棳暟把暠有动词暍介
词棳或者轻动词暍量词暍连词暍助词等语法功能暎
本文的大部分语料来自铜陵义安区市民的口

语棳另外本文作者是土生土长的铜陵人棳会讲地

道的铜陵方言棳为语料的可靠性提供了一定保

证暎
近年来棳对方言中暟把暠字的用法进行研究

的论文非常多棳但大部分都是从结构暍语用暍语
义等方面论述暎如马敏的暥浅析新疆汉语方言

中暟把暠字句的泛用及其原因暦棳主要从结构方面

探讨暟把暠字句的特点椈刘统令的暥松滋方言暟把暠
字句研究暦和包金曼的暥兰州方言的暟把暠字句暦棳
是从结构暍语义暍语用等棾方面对暟把暠字句进行

研究椈黄碧云的暥双峰方言中的暟把暠字句暦则从

语义和历史根源对暟把暠字句进行阐述暎这些论

文对深层次的问题棳诸如椇如何证实方言中的

暟把暠字句谈及的语法功能暍方言中的暟把暠字句

是如何生成的等类问题涉及较少暎一方面棳本
文着重利用生成语法学的手段论证安徽铜陵方

言中的暟把暠字有动词这一语法功能棳并对具体

的结构进行描写棳进而分析结构的生成方式椈另
一方面棳对于有一类语法学界至今存在巨大分

歧的暟把暠字用法棳也进行详尽阐述暎通过并列暍
移位两种手段的测试棳发现旙旟斺斿旙旐斸提出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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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暟把暠字句在结构上具有歧义性椲棻椵棻椃棿这一结论

对铜陵方言并不一定成立暎
一暍铜陵方言中暟把暠作为动词的意义以及

用法

在铜陵方言中棳暟把暠可以用作动词暎当

暟把暠作动词时棳有多种意义和用法棳它可以作为

派遣义动词暍给予义动词暍使役动词棳也可以解

释为暟用暠暟嫁暠暟放暠暟喂暠暟替暍帮暠暟借暠暟拿暍抓住暠
暟看守暠暟专权棳一手独揽暠暟托住小孩的两腿以方

便小孩大小便暠等暎下面就上述用法具体分析暎
棻棶暟把暠作为派遣义动词

在铜陵方言中棳暟把暠作为派遣义动词时相

当于暟派暠暎例如椇
棬棻棭事情不是很多棳把小宝一个人去就造

着暎棬事情不是很多棳派小宝一个人去就行了暎棭
棬棽棭明昼棳把田书记一个人去开会棳其他人

都留下来跟我一块去检查暎
棬棾棭我们就把小丽去北京棳小钱留在这块

吧暎棬我们就派小丽去北京棳小钱留在这里吧暎棭
棽棶暟把暠作为给予义动词

在铜陵方言中棳暟把暠作为给予义动词时棳可
以用在简单的结构中棳构成主语棲把棬着暍了暍
过棭棲斘斝暎例如椇

棬棿棭你把多点钱暎棷你多把点钱暎棬你多给

点钱暎棭
棬椀棭你不把我棳你准备把哪个椏 棬你不给我棳

你准备给谁椏棭
棬椂棭老师把着本子暎棬老师给过本子暎棭
由上述例句可知棳给予义的暟把暠用在简单

结构中棳后可直接带宾语棳也可加动态助词暟着暍
了暍过暠后带宾语暎此处的暟着暠与普通话中表持

续义的暟着暠存在差异棳其表示完成义暎此外棳给
予义的暟把暠也可以用在比较复杂的结构中椇

一是棳把棲指人的宾语棲指物的宾语暎例

如椇
棬椃棭他把着我两本书暎棬他给了我两本书暎棭
棬椄棭小王干死着棳快把小王一杯水暎棬小王

渴死了棳快给小王一杯水暎棭
此时棳全句可构成双宾句暎近宾语指的是

人棳与动词靠近棳前面没有语音间歇棳可由名词暍
代词充当椈远宾语指的是物棳与动词距离较远棳
前面有语音间歇棳可由词暍短语暍复句形式来充

当暎
二是棳动词棲把棲宾语暎例如椇
棬椆棭这束花在教师节的时候送把王老师吧暎
棬棻棸棭这把香芹菜菜拿把了妈妈暎
此处的暟把暠用作复杂谓语的第二个成分棳

后面的名词都是接受者而不能作受益者解读暎
三是棳把棲宾语棲动词暎例如椇
棬棻棻棭巧克力把小宝吃暎
棬棻棽棭菜把家里的鸡吃暎
棾棶暟把暠作为使役动词

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用作使役动词时棳可以

解释为暟使暠暟让暠暎例如椇
棬棻棾棭别把我妈妈晓得我今天没去上课暎

棬别让我妈妈知道我今天没去上课暎棭
棬棻棿棭把他受受罪暎
棬棻椀棭别把小伢受着冻暎棬别让小孩受了

冻暎棭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棳暟把暠作使役动词

使用时棳后面 斨斝棬晓得我今天没去上课暍受受

罪暍吃点苦暍受着冻棭的前面有一个 斝斠斚棳这个

斝斠斚和暟把暠后的宾语同指暎
棿棶暟把暠解释为暟用暠
铜陵方言中暟把暠有时可以解释为暟用暠暎例

如椇
棬棻椂棭你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做事从来

不把脑子暎
棬棻椃棭做事多把点劲儿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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椀棶暟把暠解释为暟嫁暠
铜陵方言中棳暟把暠有时候可以解释为暟嫁暠暎

暟把暠后面可以接地点和暟人暠暟婆家暠等宾语暎例

如椇
棬棻椄棭女儿旧年把着上海暎棬女儿去年嫁到

了上海暎棭
棬棻椆棭你隔壁个女儿个把人了椏 棬你隔壁邻

居家的女儿嫁人了没有椏棭
棬棽棸棭女儿都已经这么大了棳该把婆家去了暎
椂棶暟把暠解释为暟放暠
铜陵方言中暟把暠有时候可以解释为暟放暠暎

例如椇
棬棽棻棭泡面里面个把辣椒油了啊椏 棬泡面里

面有没有放辣椒油啊椏棭
棬棽棽棭我把着猪油暎棬我放了猪油暎棭
棬棽棾棭多把些酱油棳要不然不上色暎
椃棶暟把暠解释为暟喂暠
铜陵方言中暟把暠有时候可以解释为暟喂暠棳

在这种用法中棳暟把暠一般要构成暟把暛暛食暠的
格式暎例如椇

棬棽棿棭今天早上棳你个把猪食了椏 棬今天早

上棳你有没有喂猪食椏棭
棬棽椀棭我昨天把过小鸡食暎
棬棽椂棭你一天到晚穿得邋邋遢遢的棳就像把

小伢奶的婆娘一样暎棬你一天到晚穿得邋邋遢

遢的棳就像喂小孩子奶的妇女一样暎棭
椄棶暟把暠解释为暟替暍帮暠
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有时可以解释为暟帮暍

替暠暎例如椇
棬棽椃棭你把我写个信暎棬你帮我写封信暎棭
棬棽椄棭把你港个婆家暎棬帮你介绍个婆家暎棭
棬棽椆棭昨个把过妈妈洗碗暎棬昨天帮妈妈洗

过碗暎棭
由此而知棳暟把暠解释为暟替暍帮暠时棳整个句

子一般构成连谓句棳斨斝棬写个信暍港个婆家暍洗

碗棭前面有个 斝斠斚棳但它与暟把暠后的 斘斝不同

指棳跟句子主语同指暎
椆棶暟把暠解释为暟借暠
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可以解释为暟借暠暎例

如椇
棬棾棸棭把我用下子恩的橡皮暎棬借我用一下

你的橡皮暎棭
棬棾棻棭你爸爸买给你的暥淘气包马小跳暦把我

看看暎
棬棾棽棭他的车把我开了三天暎
棻棸棶暟把暠解释为暟拿棳抓住暠
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可以解释为暟拿棳抓住暠暎

例如椇
棬棾棾棭老头子把着一杯白酒暎棬老头子拿着

一杯白酒暎棭
棬棾棿棭他喜欢手上把着两个铁球来锻炼身

体暎
棬棾椀棭这件工艺品是玻璃做的棳别放在手上

把玩暎
棻棻棶暟把暠解释为暟看守暠
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可以解释为暟看守暠暎例

如椇
棬棾椂棭我们三个准备去看戏棳留小宝在家把

门儿暎
棬棾椃棭我也在家把过门暎
棬棾椄棭这块是军事重地棳应该派人过来把着

才造暎棬这儿是军事重地棳应该派人过来把守才

行暎棭
棻棽棶暟把暠解释为暟专权棳一手独揽暠
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可以解释为暟专权棳一手

独揽暠暎例如椇
棬棾椆棭我们家由姆妈把财政大权暎棬我们家

由妈妈把持着财政大权暎棭
棬棿棸棭他把着这个公司的一切暎
棻棾棶暟把暠解释为暟托起小孩的两腿以方便小

椄棸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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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大小便暠
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可以解释为暟托起小孩

的两腿以方便小孩大小便暠暎例如椇
棬棿棻棭别在家里把小伢屎棳臭掉三间茅草屋暎
棬棿棽棭老奶奶早就给这个小伢把着尿暎
棬棿棾棭她在外头把小伢屎暎
上文略举了暟把暠的棻棾种用法棳发现铜陵方

言中的暟把暠确实可以用作动词暎通过对动词身

份的传统测试验证发现棳上文中的暟把暠能够带

体标记椈能够形成选择问句 斨 不 斨 的形式椈能
够直接用暟把暠来回答问题暎例外的是暟把暠作使

役动词时棳后面不可加暟着暍了暍过暠棳也不可以构

成选择问句暟斨不 斨暠式棳但可以用暟把暠或暟把暠
棲着棷了棷过来直接回答问题暎另一个不能否认

此处暟把暠为动词的理由棳是此处的暟把暠作暟使暠
解释棳汉语中的暟使暠是特殊动词棳不可以加暟着暠
暟了暠暟过暠棳也不可以构成选择问句暟斨 不 斨
式暠暎

通过将铜陵方言中的动词暟把暠与普通话中

的动词暟把暠进行比较棳发现普通话中的动词

暟把暠也可以解释成暟看守暠暟专权暍一手独揽暠暟托
起小孩的两腿以方便小孩大小便暠等意思棳但没

有方言中暟把暠的其它释义暎为什么二者差异如

此大椏 笔者提出这样一种假设棳即椇铜陵方言中

暟把暠作动词 时棳语 义特征 暟未定值暠棬旛旑斾斿斻旈灢
旀旈斿斾棭棳语义较灵活棳所以可以适应不同的语境椈
对普通话而言棳它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多个定

值明确的动词棳如椇需要表示派遣义暍给予义暍使
役等语义时棳可以直接使用动词暟派暍给暍使暠棳而
无须借助于暟把暠暎

暟把暠作动词时棳构成动词词组 斨斝棳斨斝的

中心语是动词暟把暠棳斨斝 的标志语是用来放主

语的位置棳动词的补语是动词在语义上和句法

上要求的补足成分暎暟把暠作动词时棳所带的补

足成分主要有椇棬旈棭跟一个名词性成分 斈斝椈棬旈旈棭
跟两个斈斝棳一个间接宾语 斈斝棻棳一个直接宾语

斈斝棽棳形成所谓的双宾结构椲棽椵棾棸棽暎斕斸旘旙旓旑提出

了暟斨斝壳假设暠棳斆旇旓旐旙旊旟将此假设普遍化棳利
用此假设暎我们认为暟把暠用作动词时棳句法结

构图如下椇

暟把暠作动词句法结构图

暋暋例椇他把着这个公司的一切暎

暟把暠作动词带宾语句法结构图

暋暋跟两个斈斝棳一个间接宾语 斈斝棻棳一个直接

宾语 斈斝棽棳形成所谓的双宾结构暎句法结构图

如下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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暟把暠作动词带双宾语句法结构图

暋暋例椇他把着我两本书暎
二暍铜陵方言中暟把暠作轻动词或者介词

在铜陵方言中棳暟把暠除了有上述的动词等

语法功能外棳还有一类语法功能至今在学术界

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暎有部分学者认为这类

暟把暠应该为介词棳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它是轻

动词棳两派学者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测

试法暎如棳赵元任暍吕叔湘等属于前派学者棳认
为暟把暠是介词棳提出了暟移位测试法暠棬棻棭棻椂棽暎公

认的斝斝短语是可以进行移位的棳因为暟把暠棲
斘斝属于一个成分棳可以移位至句首棳所以暟把暠
为介词暎吴蒙暍黄正德等属于后派学者棳这一派

认为暟把暠是轻动词棳提出了暟并列测试法暠棬棻棭棻椂棽暎
因为暟把暠和暟把暠后 斘斝不一定构成一个成分棳
暟把暠后 斘斝 跟 斨斝 可以构成一个成分棳说明

暟把暠并非介词暎例如椇他把椲作业写完了椵椲功课

也预习好了椵暎
因为学界尚无定论棳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棳暂

且将这里的暟把暠定义为介词或者轻动词暎铜陵

方言中棳当暟把暠作为介词或者轻动词使用时棳意
义较为丰富暎它和普通话的相同之处有椇它们

都含有处置义棳如普通话中的暟你赶紧把你的房

间打扫干净暎暠铜陵方言暟小李把赃款全部都交

走了暎暠都含有致使义暎再如棳普通话中暟你小点

声棳别把嗓子喊哑了暎暠铜陵方言暟把我高兴得要

命暎暠都可以表示动作所涉及的处所范围暎又

如棳普通话中暟为了找到宝藏棳这窝犯罪团伙把

所有的墓都挖了个底朝天暎暠铜陵方言暟为了找

那一百块钱棳他把家里都翻高了暎棬为了找那一

百块钱棳他把家里都翻遍了暎棭暠都可以表示发生

一些不好的事情棳具有消极意义暎另如棳普通话

暟把个老王病了暎暠铜陵方言暟把个小媳妇死着暎
棬把个小媳妇死了暎棭暠都可以解释为椇拿棳对暎此

外还有棳普通话暟就算你是班长棳你又能把我怎

么样呢椏暠铜陵方言暟我是不能把你怎么滴暎暠二
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椇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作介词

或者轻动词时棳可以引进工具和方式棳相当于

暟用暍拿暠椈引进受益对象棳相当于暟为暍给暠椈引进

处所棳相当于暟在暍往暠椈引进施事棳相当于暟被暠椈
构成暟给我暠这样的结构棳表示说话人一种命令

与威胁的语气暎以下具体说明暎
棻棶引进工具和方式棳此时相当于暟用暠暟拿暠
棬棿棿棭妈妈把家里的大锅煮饭暎
棬棿椀棭把笤把丝子打恩棬拿扫帚打你棭暎
棬棿椂棭把这个手巾擦脸暎棬用这条毛巾洗脸棭
棽棶引进受益对象棳此时相当于暟为暠暟给暠
棬棿椃棭恩个是把我念书椏 棬你难道是为我读

书吗椏棭
棾棶引进处所棳此时相当于暟在暠暟往暠
棬棿椄棭把家里的大门上装上防盗锁暎
棬棿椆棭阿姨把门口种上月季花暎
棿棶引进施事棳此时相当于暟被暠
棬椀棸棭别把我骂着遭鬼骂着暎棬别被我骂了暎棭
棬椀棻棭走路小心点棳别把车子碰着暎棬走路小

心点棳别被车子撞了暎棭
暟把暠的这种用法比较容易和其后引进受事

棸棻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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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棳只能依靠具体的语境加以区分暎
椀棶暟把我暠其后加动词棳表示说话人命令和

威胁的语气

棬椀棽棭你把我滚暎
棬椀棾棭你把我发点狠暎
铜陵方言中暟把暠作为介词或者轻动词时棳

和普通话相比较棳用法上的相同之处在于椇一
是棳无论在铜陵方言还是在普通话中棳动词一般

都不可 以 是 光 杆 动 词棳前 后 常 常 有 别 的 成

分椲棾椵椆棻暎二是棳暟把暠后面接的宾语一般都是说

听双方已知的人或事物棳因此前面可以带上

暟这暍那暠一类的修饰成分暎三是棳有时暟把暠的介

引成分跟动词没有多少语义联系棳而跟动补短

语有联系棳整个短语用来说明介引成分怎么样暎
如普通话中椇暟把眼睛哭肿了暍我的故事把在座

的朋友都讲哭了暎暠铜陵方言中椇暟把眼睛哭得瞎

不丘眼的暍妈妈把我讲得脸通红的暎暠
二者在用法上的不同之处在于椇一是棳在普

通话中棳动词一般不能单独出现棳后面常有补

语暍宾语暍动态助词暍动词的重叠式暎如暟把书看

完暍把书放桌子上暍把书看了暍把书看看暠椈或者

动词前面有状语棳如暟把水到处洒暠暎和普通话

相比较棳铜陵方言中动词后带的成分有所不同棳
后面通常需要带上补语暍宾语暍暟着了暠暍暟的暠暍
暟一下子暠暎下面分别举例说明暎

斸棶动词棲补语暎例如椇
棬椀棿棭你快把作业写完暎
斺棶动词棲宾语暎例如椇
棬椀椀棭老农民把田里插了苗秧子暎棬老农民

把田里插了秧苗子暎棭
斻棶动词棲着了暎例如椇
棬椀椂棭我早就把作业写着了暎棬我早就把作

业写完了暎棭
斾棶动词棲的暎例如椇
棬椀椃棭恩把这小糖拿的暎棬你把这糖果拿着暎棭

斿棶动词棲一下子棳相当于动词重叠式暎例如椇
棬椀椄棭恩别一天到晚看电视棳恩把书看一下

子暎棬你别一天到晚看电视棳你也把书看看暎棭
二是棳在普通话中棳暟把暠字短语和动词之间

一般不能加能愿动词暍否定词棳这些词只能放在

暟把暠字前暎棬棾棭椆棻而在铜陵方言中棳能愿动词暍否
定词既可以放在暟把暠字词组和动词之间棳也可

以放在暟把暠字前面暎如椇暟我把作业没交给老

师暍我把消息不告诉他暍我把这些书愿意捐给贫

困山区的孩子们暍我没把作业交给老师暍我不把

消息告诉他暍我愿意把这些书捐给贫困山区的

孩子们暎暠
由上可见棳铜陵方言中暟把暠作介词或轻动

词时与普通话存在一定的差异棳其原因在于棳铜
陵方言中暟把暠作介词或轻动词时棳语义特征暟未
定值暠棬旛旑斾斿斻旈旀旈斿斾棭棳语义较灵活棳可以解释为

暟用暍拿暠暟为暍给暠暟在暍往暠暟被暠暟给我暠等棳所以可

以适应不同的语境椈而普通话中棳若想表达这些

意思棳直接使用多个定值明确的动词即可暎

以上分析了铜陵方言暟把暠作介词或轻动词

时在意义和用法上的一些特点暎若同意暟把暠为
介词棳句法结构图如下椇

暟把暠作介词句法结构图

暋暋若同意暟把暠为轻动词棳句法结构图如下椇

暟把暠作轻动词句法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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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接下来利用两种测试法对铜陵方言中的

暟把暠这一界线不明的语法功能进行测试暎
移位测试法椇
栙妈妈把家里的大锅煮饭暎曻把家里的大

锅棳妈妈煮饭暎
栚恩个是把我念书椏 棬你难道是为我读书

吗椏棭灣把我曻恩个是念书椏
栛阿姨把门口种上了月季花暎曻把门口棳

阿姨种上了月季花暎
栜走路小心点棳别把车子碰着暎曻灣走路

小心点棳把车子别碰着暎
栞你把我滚暎曻灣把我棳你滚暎
栟我们应该把坏人撵走暎曻把坏人棳我们

应该撵走暎
栠这酒把我喝得醉蒙蒙的暎曻灣把我棳这

酒喝得醉蒙蒙的暎
栢老农民把田里插了苗秧子暎曻把田里棳

老农民插上了苗秧子暎
若完全依据移位测试法棳例栙栛栟栢中的

暟把暠是介词棳此时暟把暠棲斘斝可以移位至句首暎
而栚栜栞栠中的暟把暠不是介词棳暟把暠棲斘斝不

可以移位至句首暎
并列测试法椇
栙妈妈把家里的大锅煮饭暎曻妈妈把家里

的大锅煮饭棳小锅烧菜暎
栚恩个是把我念书椏 曻灣恩个是把我念

书棳我写字暎
栛阿姨把门口种上了月季花暎曻阿姨把门

口种上了月季花棳院子里插上了水仙暎
栜走路小心点棳别把车子碰着暎曻灣走路

小心点棳别把车子碰着棳人撞着暎
栞你把我滚暎曻灣你把我滚棳他走暎
栟我们应该把坏人撵走暎曻我们应该把坏

人撵走棳笨蛋赶跑暎
栠这酒把我喝得醉蒙蒙的暎曻灣这酒把我

喝得醉蒙蒙的棳他脸红通通的暎
栢老农民把田里插了苗秧子暎曻老农民把

田里插上了苗秧子棳地里种上了小白菜暎
若完全按照并列测试法棳例栙栛栟栢中的

暟把暠是轻动词棳此时暟把暠后 斘斝和 斨斝构成了

一个成分椈而栚栜栞栠中的暟把暠不是轻动词棳此
时暟把暠后 斘斝和 斨斝不能构成一个成分暎例栙
栛栟栢 中暟把暠棲斘斝 可以移位至句首棳此时

暟把暠棲斘斝构成了一个成分椈暟把暠棲斘斝也可以

保留在原位棳此时暟把暠后的 斘斝棲斨斝构成了一

个成分暎根据斢旟斺斿旙旐斸的分析将这类暟把暠字
句称为暟常规把字句暠棳表达某人棬有生命的施

事棭对某实体做某事暎
斢旟斺斿旙旐斸提到一点棳常规的暟把暠字句在结

构上具有歧义性棬棻棭棻椃棿暎如椇
我把他们捶得手都肿了暎
旈我捶他们以致我的手肿了暎
旈旈我捶他们以致他们的手肿了暎
其理由是结果从句补足语棬手都肿了棭中有

一个空代名词暎在常规暟把暠字句中棳暟把暠可以

跟其后 斘斝构成一个单位棳也可以不跟其后 斘斝
构成一个单位棳所以棳空代名词可以越过也可以

不越过暟把暠后 斘斝棳寻找具有 斆 统制力的 斘斝
作为其先行语暎因此棳在所举的例子中棳暟手暠前
面的空代名词既可以是暟我暠棳也可以是暟他们暠暎
但在铜陵方言中棳例栙栛栟栢这些常规暟把暠字
句意义单一棳并不存在歧义理解棳所以这在一定

程度上证明了斢旟斺斿旙旐斸关于暟常规暟把暠字句在

结构上具有歧义性暠的结论并不完全成立暎
另外棳通过并列测试法的测试棳例栙栛栟栢

中的暟把暠是轻动词棳而栚栜栞栠中的暟把暠不是

轻动词棳这一结论是针对操铜陵方言的新一辈

群体而言的棳对老一辈而言例栚栜栞栠栤并列

测试之后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暎那么是否可以说

暟把暠是介词还是轻动词在新老一辈操铜陵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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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中还是存在差异的暎这一结论尚存疑

问棳笔者至今还未获得更多的语料加以佐证棳今
后会进一步加以证明暎

三暍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的其他语法功能

铜陵方言中量词暟把暠与普通话相比棳其意

义和用法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椇铜陵方言中棳
量词暟把暠重叠之后表示次次暎如椇今天下午小

李运气不太好棳把把都是他输暎量词暟把暠重叠

之后棳前面可加上形容词暟小暠棳修饰物时表示数

量少椈修饰人时表示瘦弱棳含有夸张的意味暎
如椇他娶的老婆太瘦了棳只有小把把暎量词暟把暠
与暟一暠结合棳不表示动作发生的次数棳而是相当

于普通话中的暟一起暍一同暠暎如椇我把这些书一

把给你吧暎

在铜陵方言中暟把暠作连词使用时棳可以解

释为暟要是棳如果暠暎例如椇
棬椀椆棭她太傻了棳婆家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

么棳把我棳打死我都不干暎
棬椂棸棭你就喜欢站着说话不腰疼棳把你棳你怎

么搞椏

铜陵方言中暟把暠作为助词主要有以下两种

用法椇
一是棳暟把暠用在动补结构中棳表示到达某种

程度棳此时可以解释为暟连暠暎例如椇
棬椂棻棭你这孩子太孬了棳孬得把屎都七了暎

棬你这孩子太孬了棳孬得连屎都吃了暎棭
棬椂棽棭我家这么多年供我读书棳穷得把屋都

卖了暎
暟把暠还可以用作约数助词棳放在暟百暍千暍

万暠等位数词棳以及暟尺暍寸暍斤暍个暍斗暍件暍支暠等
量词后面暎例如椇百把里路暍千把斤稻暍万把里

路暍寸把长暍斤把肉等暍个把人暍斗把豆子暍件把

衣裳暍支把曲子暎约数助词暟把暠可以构成暟斬斬
把两 斬斬暠的形式棳在铜陵方言中使用较普遍暎
如椇斤把两斤肉暍寸把两寸长暍千把两千斤稻子暍
百把两百亩田暎

此外棳有些量词和暟把暠还可以构成暟量词棲
把棲量词暠的格式暎例如椇寸把寸棬长棭暍尺把尺

棬长棭暍斤把斤棬重棭暍吨把吨棬重棭暎使用这样的格

式时棳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夸张语气暎例如椇
暟这个小伢太肥了棳我看都有吨把吨重暠暎暟我昨

天晚上一不小心手划破了棳拉了个尺把尺深的

大口子暠暎暟把暠作为连词和助词使用时棳在用法

上比较封闭棳不具有开放性棳普通话中一般不这

样使用暎
四暍结语

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有很多独特之处棳动词

身份的传统测试法可以验证在铜陵方言中暟把暠
确实可以充当动词暎暟把暠作动词时棳与普通话

的不同之处在于椇它可以作为派遣义动词暍给予

义动词暍使役动词棳也可以解释为暟用暠暟嫁暠暟放暠
暟喂暠暟替暍帮暠暟借暠暎铜陵方言中的暟把暠还可以

作介词或轻动词棳与普通话相比棳二者的相同之

处在于椇它们都含有处置义椈都含有致使义椈都
可以表示动作所涉及的处所范围椈都可以表示

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棳具有消极意义椈都可以解

释为暟拿棳对暠暎不同之处在于椇铜陵方言中的

暟把暠可以引进工具和方式棳相当于暟用暍拿暠椈引
进受益对象棳相当于暟为暍给暠椈引进处所棳相当于

暟在暍往暠椈引进施事棳相当于暟被暠椈构成暟给我暠这
样的结构棳表示说话人一种命令与威胁的语气暎
而针对铜陵方言中暟把暠作动词暍作介词或者轻

动词与普通话存在巨大差异的现象棳本文认为棳
原因在于铜陵方言中暟把暠语义特征暟未定值暠
棬旛旑斾斿斻旈旀旈斿斾棭棳语义较为丰富棳因而可以适应各

种不同的语境棳而在普通话中棳若想表达这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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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棳直接使用多个定值明确的词即可暎
利用并列测试法和移位测试法对暟把暠作介

词或者轻动词这一语法功能进行测试棳在常规

暟把暠字句中棳暟把暠棲斘斝既可以移位至句首棳此
时暟把暠棲斘斝构成一个成分椈暟把暠棲斘斝也可以

保留在原位棳此时暟把暠后 斘斝棲斨斝构成了一个

成分暎斢旟斺斿旙旐斸认为棳常规暟把暠字句在结构上

都具有歧义性棳但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棳这一结论

在铜陵方言中不一定成立暎铜陵方言中的常规

暟把暠字句在意义上单一棳并不存在歧义理解暎
此外还发现棳暟把暠是介词还是轻动词在新老一

辈使用铜陵方言的群体中是存在差异的暎但这

一结论仍需更多语料加以佐证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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