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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仙桃方言中同时存在着复数标记“们”和“们俦［ｓｏｕ１］”，“们俦”是由“们”与表类别义的“俦
［ｓｏｕ３１］”连用构成的复合式复数标记，除了主要用于表达尊称复数概念外，还具有表达人的类别用法。
“们俦”是一种语法、语用双重标记，有标记人物年龄身份地位、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情感、传达社交礼貌、调

节韵律等特殊的语用功能，是一种口语语体语法现象。复数标记后缀“［ｓｏｕ１］”源于表类别义的指人名词
“俦［ｓｏｕ３１］”，语音有弱化现象。
〔关键词〕　仙桃方言；复数标记；“们俦［ｓｏｕ１］”；“俦［ｓｏ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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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桃市位于湖北省中部，仙桃方言属于西
南官话武天片。仙桃方言的人称代词系统与普

通话的人称代词系统基本一致，第一人称、第二

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单复数形式都与普通话相同，

复数标记“们”的用法也与普通话保持一致。值

得注意的是，仙桃方言除了有复数标记“们”之

外，还同时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复数标记“们俦”

（俦，音［ｓｏｕ１］）②，是由复数标记“们”与类指人
名词“俦［ｓｏｕ３１］”连用构成的复合式复数标记，
“俦［ｓｏｕ３１］”语音弱化为“［ｓｏｕ１］”，主要用于表
达尊称复数，例如“婆婆们俦

獉獉
”、“老师们俦

獉獉
”等。

仙桃方言中“们俦”也有不表达尊称复数，

只表示人称类别的用法。与“们”相比，复数标

记“们俦”具有鲜明的语用功能，这种现象也出

现在仙桃周边的天门、潜江等地。本文主要考察

仙桃方言中的复数标记“们俦［ｓｏｕ３１］”语法语用
功能。

一、仙桃方言人称代词系统及“们俦”的语

法特征

（一）仙桃方言人称代词系统通称与尊称严

整对应

仙桃方言有一套和普通话一致的人称代词

单复数系统，人称代词单数形式“我、你、他

（她）”，与此相应的是附加复数标记“们”构成的

“我们、你们、他（她）们”复数形式。与这一套表

通称的人称代词系统相对应，仙桃方言中还存在

着一套表尊称的人称代词系统：

通称 尊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 我 我们
獉

第二人称 你 你们
獉

恁郎
③、恁郎家

獉獉
恁郎们

獉
、恁郎们俦

獉獉
、恁郎家们俦

獉獉
第三人称 他（她） 他（她）们

獉
他郎、他郎家

獉獉
他郎们

獉
、他郎们俦

獉獉
、他郎家们俦

獉獉

　　 从以上人称代词系统可以看出，除第一人
称的单复数没有通称形式，仙桃方言第二人称与

第三人称单数不仅有通称尊称相对应的形式，而

且复数标记也有通称尊称相对应的形式，对应于

通称复数标记“们”的是尊称复数标记“们俦”，

显示出严整的通称与尊称对应的规律。表现出

于普通话人称代词系统明显不同的特征。

仙桃方言中复数标记“们俦”主要用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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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第三人称代词尊称之后，表达复数概念。

例如：

［１］恁郎们俦
獉獉

都来哒。（您们都来了。）

［２］他郎们俦
獉獉

不想去哒。（他们不想去了。）

［３］他郎家们俦
獉獉

都走哒。（他们都走了。）

仙桃方言中第二人称代词单数尊称有“恁

郎、恁郎家”两种形式，第三人称代词单数尊称

有“他郎、他郎家”两种形式。相对于“恁郎”、

“他郎”来说，“恁郎家”、“他郎家”一般用于年

纪更长的人称。仙桃方言中实义的“家”语音为

［ｉａ５５］，用作人称尊称时读音为［ｋａ３３］，汪化云
（２０１２）在论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语方言中 
类复数标记来源时，也指出过这种现象。他认

为，虚化的“家”“更容易保存中古见母ｋ的读
法，跟实义的‘家’声母颚化为 不同。”汪化云
（２０１２）“江淮官话黄孝片东部的黄冈各县市方
言就是这样：其‘作家、一家人’中实义的‘家’念

文读ｉａ，‘人家、自家、女子家’中虚化的‘家’念
白读·ｋａ。”

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语方言中 类复
数标记来源，汪化云（２０１２）“吕叔湘认为丹阳
方言ｉ的本字是‘家’，李荣等（２００２）不将其记
作‘家’”，汪化云（２０１２）“赵元任等（１９４８）把
湖北东部某些方言的复数标记记作‘家’”，汪化

云（２０１２）则认为，“ｉ、·ｉ来自‘几个’的省
略”。仙桃方言中的“家”与这种“类复数标
记”不同之处在于，仙桃方言中的“家”只用作人

称代词尊称，不表示复数概念，是一种人称代词

单数的尊称标记。

仙桃方言中的复数标记，同时存在着“们”

和“们俦”两种形式，“们”既可以用于尊称复数，

也可以用于通称复数，而“们俦”则一般多用于

尊称复数。以上例［１］、［２］、［３］中的复数标记
“们俦”都可以换成“们”，如“恁郎们

獉
、他郎们

獉
、他

郎家们
獉
”，只是表达习惯上表示尊称时更倾向于

用复数标记“们俦”；而“们俦”却不能出现在表

示通称单数人称代词“你、他（她）”之后，仙桃方

言没有“你们俦
獉獉

、他（她）们俦
獉獉

”的说法。以下说

法在仙桃方言中不出现：

［４］你们俦
獉獉

都来哒。

［５］他们俦
獉獉

不想走。

仙桃方言“们俦”与“们”在句中的句法功能

基本一致。“们俦”能够与人称代词单数尊称一

起构成名词性词组，作句中主语、宾语、定语等句

法成分。例如：

［６］恁郎们俦
獉獉獉獉

来哒。（您们来了。）

［７］恁郎家们俦
獉獉獉獉獉

的心意我领哒。（您们的心

意我领了。）

［８］得罪恁郎们俦
獉獉獉獉

哒。（得罪您们了。）

［９］把恁郎们俦
獉獉獉獉

的钱还抵恁郎们俦
獉獉獉獉

。（把您

们的钱还给您们。）

（二）与“们俦”搭配的词语

仙桃方言“们俦”一般用于表达人称复数概

念，多用于尊称。能与“们俦”搭配的词语有以

下几种：

（１）称谓名词
仙桃方言中复数标记“们俦”能出现在用于

称谓名词之后，称谓名词可以是亲属称谓名词，

也可以是社交称谓名词等，例如：

［１０］舅舅们俦
獉獉獉獉

都来哒。

［１１］领导们俦
獉獉獉獉

都来哒。

［１２］老师们俦
獉獉獉獉

走哒没有？

以上例［１０］“舅舅”是亲属称谓名词，例
［１１］、［１２］“领导”、“老师”是社交称谓名词。

在仙桃方言中，不仅仅表达年长或位尊的称谓名

词能使用复数标记“们俦”，年龄、身份、地位相

对较低的也可以使用复数标记“们俦”，例如“侄

儿子们俦”、“学生们俦”、“伙计们俦”等也是常

见的说法。

亲属或社交称谓名词连用能够与“们俦”搭

配，表达复数，例如：

［１３］娘母子们俦
獉獉獉獉獉

真不容易。

以上各例中的“们俦”在仙桃方言中都可以

用“们”来替换，也就是说，既可以用“们”，也可

以用“们俦”，但是在语用上有细微的差异。

（２）表人名词
仙桃方言中复数标记“们俦”还能出现在用

于表人名词之后，例如：

［１４］劳力们俦
獉獉獉獉

吃的多些。（男人们吃的多

些。）

［１５］姑娘婆婆们俦
獉獉獉獉獉獉

不懂道理。（女人们不

懂道理。）

以上例句中“劳力们俦”、“姑娘婆婆们俦”

都表达人称复数。用于表人名词之后时，“们

俦”只用作复数标记，没有区别身份地位的功

能。以上各例中的“们俦”在仙桃方言中也可以

用“们”来替换。

（３）指人“的”字短语
普通话有指人“的”字短语，例如“男的”、

“卖菜的”、“开车的”等，在普通话中，这些指人

“的”字短语复数形式一般不直接用“‘的’字短

语＋们”的形式，例如，“男的们”、“卖菜的
们”、“开车的们”并不常见，在表达复数概念
时，“的”字短语一般要明确标示出人称来，例

如，“卖菜的大叔们、开车的师傅们”。

仙桃方言中“们俦”的用法有些不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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俦”可以用于指人“的”字短语之后，例如：

［１６］男的们俦
獉獉獉獉

都吃哒。（男人们都吃了。）

［１７］那里有蛮多卖菜的们俦
獉獉獉獉獉

。（那里有很

多卖菜的。）

在仙桃方言中，例［１６］、［１７］都是常使用
的说法。“们俦”的这种用法与武邑话的“们”有

类似之处。张晓静，陈泽平（２０１５）“武邑话的
‘们’可以相当自由地后附于充当主语、定语、宾

语的各类‘的’字结构，表达复数的语法意义。”

例如：

［１８］郎干苦力的们
獉獉獉獉獉

郎钱来得可不容易唵！

（郎些干苦力的郎钱来得可不容易啊！）（转引

张晓静，陈泽平例）

指人“的”字短语附加上复数标记，在古代

汉语中是常见的，例如在明清小说中就有“小的

们”的说法。

除了以上这些词语搭配之外，仙桃方言中

“们俦”还可以与不定代词搭配，例如：“是哪些

人们俦？”

（三）复数标记“们俦”与确数词的同现现象

关于普通话中复数标记“们”与确数词能否

同现的现象，储泽祥（２０００：６３）认为：“如果复数
标记既是语法标记，又是表示已知的语用标记，

那么，不能与确数词同现并存；如果复数标记仅

仅是语法标记，那么，有可能与确数词同现并

存。”并且，明确指出“汉语的‘们’是语法、语用

双重标记。”（储泽祥，２０００：６３）我们对仙桃方言
中复数标记“们俦”与确数词的同现现象也进行

考察。

仙桃方言中，“们俦”与确数词一般不能同

现。在仙桃方言中，“五个伢们俦”是不可以
说的，“们俦”能与概数词同现，如 “几个伢们

俦”。再如：

［１９］把那几个客人们俦
獉獉獉獉獉獉

安排好了再说。

把那些
獉
客人们俦

獉獉
安排好了再说。

例［１９］中概数词“几”、“些”都能与“们俦”

同现。如果换做确数词，“五个客人们俦”则
不能说。

汉语方言中人称复数的表达还存在着“数

词＋亲属名词”的结构。李旭平（２０１４：７７）以吴
语富阳话为例，考察了吴语、赣语、湘语等汉语方

言“数词 ＋亲属名词”的结构形式。李旭平
（２０１４：７７）指出，很多南方汉语方言中，如吴语、
赣语、湘语等方言中，数量成分通常出现在亲属

名词前面。普通话中，亲属名词后面可以加上表

示数量的标记，如：“父子俩”，“夫妻俩”，“姊妹

仨”，“婆孙四人”等。

仙桃方言中也有“数词 ＋亲属名词”的表达

形式，如“娘母子几个、三婆、两娘、两弟兄、弟兄

几个、几妯娌”等（李军，２００９：３２）。这种“数词
＋亲属名词”表达式，当数词为概数词时，有时
能够与人称复数后缀“们俦”同现，例如 “几妯

娌们俦”、“弟兄几个们俦”。当数词为确数词则

一般不说，例如“弟兄六个们俦”、“三姊妹
们俦”。由此可见，仙桃方言中“们俦”在是否与

确数词同现方面，表现出与“们”基本一致的特

点。

总体来看，“们俦”在仙桃方言中是普遍使

用的一种复数标记，可以出现在人称代词的尊称

形式、称谓名词、表人名词、指人“的”字短语等

表人词语之后，用于表达人称复数。“们俦”的

句法功能和“们”基本一致，也是一种表达人称

复数概念的语法、语用双重标记，“们俦”与“们”

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语用功能的差异上。下面

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仙桃方言“们俦”的语用功

能。

二、仙桃方言复数标记“们俦”的语用功能

仙桃方言复数标记“们”和“们俦”的差异主

要体现在语用上。“们俦”具有以下几种语用功

能：

（一）标示人物年龄身份地位的功能

仙桃方言复数标记 “们”与“们俦”在语用

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工。一般来说，“们”主要用

于通称，“们俦”用于尊称，有标示人物年龄身份

地位的功能。仙桃方言“们俦”是一种对听话人

表示尊敬的语言手段，“们俦”常用于比说话者

（主观感觉）比自己年龄、辈分要长，职位、社会

地位、资历等要高的人物。例如：

［２０］他郎们俦
獉獉

都走哒。（他们都走了。）

例［２０］中所提到的“他郎们俦”一般都是指
比说话者年长位尊的人，在仙桃方言中，比说话

者（主观感觉）年龄、辈分要小，职位资历要低的

人一般是不用“他郎们俦”说法的。例如，大人

是不会对小孩子们用“他郎们俦”的说法的。

普通话中与第二称通称“你”相对的有尊称

“您”，第三人称“他（她）”没有相对的尊称形

式，但在北京话口语中存在。江蓝生（１９９５ｂ：
１１）“就目前所知，《妇语》是最早用‘怹’字标写
单数第三人称礼貌式的资料。”“怹”只表单数尊

称，不表复数。江蓝生（１９９５ｂ：１１）“《妇语》里
‘怹’共出现４３次，却没有一例是表示复数的。”
第二人称代词尊称形式在汉语方言中是很普遍

的现象，如武汉话中有第二人称尊敬式“你家”，

书面上有写作“您驾”，长沙话有第三人称尊敬

式“他郎家”（邢福义，１９９６），这些都只表单数尊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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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青（２００８：３７３）《语法调查研究手册》在
关于代词的语法参项描写中有，“该语言是否通

过代词指明较重要和较不重要的方式标示第三

人称施事的不同地位（旁指的／第四人称）？这
是否有强制性？”刘丹青（２００８：３７８）“该语言的
代词是否标记身份区别，如：熟悉的，尊敬的等

等？”仙桃方言通过人称代词尊称形式和复数尊

称标记“们俦”，用来标示人物身份地位等区别。

（二）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情感功能及类指功

能

在话语交际中，仙桃方言中“们俦”也有不

用于尊称复数，而只体现说话者的某种主观情感

的功能。一般用于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或者说

话人对所谈论对象的喜欢和爱怜的主观情感。

例如：

［２１］同学们俦
獉獉獉獉

都走哒。（同学们都走了。）

［２２］你们这些家伙们俦
獉獉獉獉

一个个太不听话

了。（你们这些家伙一个个太不听话了。）

［２３］丫头们俦
獉獉獉獉

呃，你们
獉獉

吃哒没有？（女孩

们，你们吃了没有？）

刘丹青（２００８：３７４）“谈话发生在说话人（第
一人称）和听话人（第二人称）之间，听说双方的

社会关系或心理距离在语形上的体现。”仙桃方

言中复数标记“们俦”的使用，能够体现说话人

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情感。

“们俦”主要用于尊称复数，当不用于尊称

时，能体现说话者的主观情感。例［２１］、［２２］、
［２３］中“同学们俦”、“家伙们俦”、“丫头们俦”，
很显然这些人的身份年龄地位都不高于说话者，

与说话者的关系而言，要么是平辈，要么是下辈

或是年龄小的人，这些表人词语没有用复数标记

“们”，而是使用了“们俦”复数标记，是为了体现

说话者一定的主观情感。

比如例［２２］中“你们”与“这些家伙们俦”

构成同位短语，指称同一对象，说明“这些家伙

们俦”是并不需要使用尊称“恁郎们俦”的对象，

“们俦”用于“这些家伙们”只是为了表达说话者

与听话者之间亲密的情感。例［２３］中“丫头们
俦”、“你们”同现的情况也是一样，“们俦”的使

用表达了说话者亲切的态度和对听话者爱怜的

情感色彩。

总体来看，仙桃方言通过“们俦”的使用可

表达出喜欢，亲切或爱怜等情感，如果将 “们俦”

换成“们”，在仙桃方言中也是可以说的，比如

“同学们”、“家伙们”、“丫头们”，但是情感色彩

就要淡化很多。

敬称“您”也有类似的用法，江蓝生（１９９５ｂ）
在《燕京妇语》中发现长辈对晚辈说话也可以使

用敬称“您”。江蓝生（１９９５ｂ：１４）“‘甲：舅母您
吃啊！丙：您吃罢。’”。只不过其所表达的情感

要随具体语境来考察。

一般来说，仙桃方言的复数标记“们俦”主

要用于表人词语，但是也有用于动物的说法，例

如：

［２４］我屋里猪伢子们俦
獉獉獉獉獉

还等倒我克喂尼。

（我家里的猪娃还等着我去喂呢。）

例［２４］“猪伢子”是动物，“们俦”用在这里
是将动物的拟人化用法，表达说话者对所表达对

象喜欢和爱怜的情感，并且这种用法一般只见于

刚出生不久的小动物，可以有“猪伢子们俦”、

“牛伢子们俦”，但“猪们俦”、“牛们俦”是不说

的。这种用法普通话复数标记“们”也有，比如

“鸟儿们”。

当仙桃方言中的复数标记“们俦”当不用于

尊称复数时，还能够表达喜欢，亲切或爱怜等情

感。“们俦”语用上的情感功能源于其语法上的

类指功能。这与前面提到的“们俦”与指人“的”

字短语搭配是一致的，是因为“们俦”语法上具

有类指功能，表达“类别”和“复数”概念。

（三）社交礼貌功能

话语交际中，仙桃方言“们俦”承担了重要

的社交礼貌功能。首先是用于尊称，尊称的使用

既起到了一定的区分身份地位作用，在话语交际

中的，尊称是承载社交礼貌功能的重要形式。例

如：

［２５］恁郎们俦
獉獉獉獉

坐啊。（您们坐啊。）

在仙桃方言中，对于初次见面的陌生人，招

待客人等情况下经常使用“们俦”，是一种客套

礼貌用语。例［２５］是常见的礼貌用法。与复数
标记“们”相比，“们俦”的礼貌功能更凸显。仙

桃方言倾向于使用“们俦”来强调尊敬和客套，

例如：

［２６］他郎们俦
獉獉

都晓得了。（他们都知道

了。）

例［２６］复数标记“们俦”用在第三人称尊称
“他郎”之后，更加凸显对所指对象的尊敬。

仙桃方言复数标记“们俦”的独特之处在

于，是在人称代词有相应尊称形式的基础上，其

复数形式也有相应的尊敬式，如前面表格中所

示，复数标记“们”和“们俦”，表现出比较严整的

通称和尊称对应形式。

关于人称代词尊称的使用，刘丹青（２００８：
３７８）指出，“初次接触的陌生人，一般都要使用
该式，不然就是不礼貌的行为。熟悉的同辈，同

辈亲人，夫妻恋人之间不轻易使用此式，起用

‘尊称’相当于公开声明疏远关系。”仙桃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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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俦”主要用于社交礼貌场合，熟悉的同辈，同

辈亲人之间一般不起用“们俦”，如果使用“们

俦”，在关系上会略显生分和疏远。

尽管复数标记“们俦”在仙桃方言中往往与

尊敬，与礼貌密切相关，只要是用于礼貌交际场

合，称谓名词大多可以使用复数标记“们俦”。

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反的情况，在仙桃方言骂

人用语中，“们俦”能够直接出现在指人“的”字

短语之后用于骂人，例如：

［２７］狗日的们俦
獉獉

 狗日的们
挨刀的们俦

獉獉
 挨刀的们

死砍头的们俦
獉獉

 死砍头的们
害人的们俦

獉獉
 害人的们

上面的例［２７］中左边“的”字短语后的复数
标记“们俦”是不能替换成“们”的。也就是说，

右边的说法在仙桃方言中都不出现。这种现象

可以说明，在仙桃方言中，“们俦”虽然其主要的

语用功能是复数标记“们”的尊敬式，但是还具

有明显的表达“类别”、“复数”和“群体”的类指

语法功能，是一种具有明显语用特征的人称复数

语法标记。

（四）调节韵律功能

仙桃方言中复数标记“们俦”还具有一定的

调节韵律的功能，例如：

［２８］恁郎们俦
獉獉

莫怪我。

恁郎们
獉
莫怪我。

仙桃方言例［２８］中两种说法都可以使用。

单数尊称“恁郎”，在语音上是两个音节，复数标

记“们俦”语音上也是两个音节，从音节韵律角

度来看，双音节之间的搭配在语音上显得更齐整

协调。要和谐些。尽管在仙桃方言中“恁郎们”

也是可以说的。下面的例子则更能凸显“们”和

“们俦”在音节韵律方面的不同特点：

［２６］姐姐
獉獉

们俦莫怪我。

姐
獉
们俦莫怪我。

仙桃方言例［２９］中的下一种说法是不说
的。双音节词“姐姐”和单音节词“姐”与双音节

的复数标记“们俦”搭配起来，“姐姐
獉獉

们俦”是常

见用法，而“姐
獉
们俦”则一般是不可以说的，这是

“们俦”韵律特点的表现。

尤其是当前面的人称词语为多音节时，用

“们俦”更显出韵律上的协调，例如“儿子伢
獉獉獉

们

俦”、“姑娘伢
獉獉獉

们俦”、“爹爹婆婆
獉獉獉獉

们俦”、“老人家
獉獉獉

们俦”等。这些说法在仙桃方言中虽然都可以

用“们”来替代，如“儿子伢们”、“姑娘伢们”、

“爹爹婆婆们”、“老人家们”等，但是就使用频率

来看，仙桃人在表达复数尊称时，更多地倾向于

用“们俦”。

值得注意的是，在仙桃方言中当要更加凸显

说话对象的尊长时，或者凸显对说话对象的尊重

或强调说话对象时，还会在尊称之后附加另一个

尊称式“家”，形成复合单数尊称式“郎家
獉獉

”，如前

面提到的“恁郎家
獉獉

”、“他郎家
獉獉

”、“卖菜的郎家
獉獉

”。

这种复合尊称式与“们俦”搭配，形成“郎家们
獉獉獉

俦
獉
”的说法。如“郎家们俦

獉獉獉獉
”、“他郎家们俦

獉獉獉獉
”、

“卖菜的郎家们俦
獉獉獉獉

”。“郎家们俦
獉獉獉獉

”能够单用，如：

［３０］郎家们俦
獉獉獉獉

呃！你们
獉獉

听我说唦！（你们

啊！你们听我说啊！）

例［３０］中“郎家们俦
獉獉獉獉

”原本是没有具体指称

对象，但用在具体的会话环境中，则能够指称具

体的说话对象。“郎家们俦
獉獉獉獉

”用在例［３０］中，所
起的作用是凸显强调对说话对象“你们”的尊

敬，也可以看作一种社交称呼语，这从后面与之

相呼应的通称形式“你们”可以清晰看出。在我

们的调查中，比起年轻人来，文化程度不高的老

年人更多地倾向于使用这种复合尊称式。

“们俦”在仙桃人日常口语会话中出现，是

一种口语语体现象。在书面表达中，还是以普通

话为主，当然也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口语现象，

以下是在百度上搜索出的“们俦”用法：

［３１］帮帮忙吧！！学霸们首
獉獉

！！（互联网）

［３２］仙桃好邻居的大妈逆天啦，冷郎门首
獉獉獉獉

这调皮考虑过模特的感受吗？（互联网）

［３３］有在天门找工作的朋友们首
獉獉

吗？（互

联网）

综上所述，仙桃方言“们俦”和“们”的不同

之处主要表现在语用功能方面，“们俦”具有

“们”所没有的，如标示人物年龄身份地位、体现

说话人的主观情感、传达社交礼貌、调节韵律等

各种特殊的语用功能。

三、复合式复数标记“们俦”及“［ｓｏｕ１］”的
来源

下面主要探讨仙桃方言“们俦”的性质及关

于仙桃方言复数标记后缀“［ｓｏｕ１］”的来源问
题。

（一）复合式复数标记“们俦”

仙桃方言“们俦”是由复数标记“们”与类指

人名词“俦［ｓｏｕ３１］”连用构成的复合式复数标
记。“俦［ｓｏｕ３１］”语义上表示人的类别，表达复
数、集体概念，用作复数标记“们”的后缀，语音

上调值弱化为［ｓｏｕ１］，构成具有不同于“们”语
用功能的复合式复数标记。

汉语方言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张晓静，陈泽

平（２０１５）指出，武邑方言有“们儿们”，由类指人
名词“们儿”再后附“们”构成，如“乜老娘们儿

们干么儿噠？（郎些女人在干什么呢？）”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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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儿们”，张晓静，陈泽平（２０１５）借用徐丹
（２０１１）的术语，称之为“假性复数标记”。

白云、石琦（２０１４）认为，晋语山西左权方言
在表达人称代词的复数意义时有一种特殊形式

“都们”，“都们”是复数标记“都”和“们”的叠

加。复数标记“都”是古代表复数义助词“等”

语法化的结果。白云、石琦（２０１４）：“左权方言
中第二人称代词没有表示尊称的复数形式，对

听话一方的指称没有年龄限制，都可用‘你都／

你都们’或‘你们’修饰。”

李树俨（２００１）指出，银川方言人称代词的
复数有在“们”基础上再加“都”的形式。

汉语方言中的还有其它复数标记叠加式，据

彭晓辉（２００８：１３５）引相关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有受语言接触的影响产生的福建长汀话“侪

们”。还有贵阳方言“们些”（彭晓辉，２００８：１７５）

汉语普通话也有复数标记叠加现象，邢福义

（１９９６）认为，“您”５是“你们”的复合，本身可
以表示复数，但在后边再加上一个“们”，“您

们”明显地强调复数意义。

由此可见，汉语中存在着各种复数标记叠加

的用法。与武邑方言“们儿们”、左权方言“都

们”等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仙桃方言“们俦”中

的“俦”不能单用，只能附着在“们”的后面出现，

语用上主要用于尊称复数标记。

（二）“［ｓｏｕ１］”来源分析及存疑
在本文的描写中，将仙桃方言复数标记后缀

“们［ｓｏｕ１］”中的“［ｓｏｕ１］”记为“俦”字。关于
“［ｓｏｕ１］”的来源，我们有以下几种推测：

（１）“俦”
“［ｓｏｕ１］”来源于“俦”。《汉语大字典》

（１９９０：９７）：“《广韵》直由切，平尤澄。”现代语音
为［ｓｏｕ３１］。中古全浊声母平声字在官话中读清
声母送气音，仙桃姚嘴话“俦”字念“［ｔｓｈｏｕ１］”，
正符合语音演变规律，只是与“们”连用构成复

合复数标记时，在声调上发生了弱化，语音听感

上接 近 上 声。仙 桃 沙 湖 等 地 “俦”字 念

“［ｓｏｕ１］”，应该是塞音进一步脱落的演变结果。
“俦”可以用作表人名词，本义：伴侣。《汉

语大字典》（１９９０：９７）：“伴侣；匹偶。《玉篇 人
部》：‘俦，侣也。’”；“俦”还具有类别义，《汉语

大字典》（１９９０：９７）：“同类；侪辈。《华严经音
义》卷二：‘《珠业》曰，……俦，类也。’《字汇·

人部》：‘俦，众也。’”；“俦”还可用作代词，表示

疑问，相当于“谁”。《汉语大字典》（１９９０：９７）：
“《字汇·人部》：‘俦，谁也。’”

类别义词与复数标记之间的有着密切联系，

王力（１９８０）指出，汉代出现的“等”，跟“侪、

属、曹、辈”是同义词，都表示多数或同一类。

这些表示类别义。这些类别义的词，后来大都发

展为复数标记，据彭晓辉（２００８：６６）的统计：“单
音节‘－等’（梅县话）、‘－侪’（连城话）、‘－

辈’（莆田话）”都是从类别义发展出来的复数标

记。前面提到的复数标记“都”在汉语方言中多

有出现，李树俨（２００１）指出，山西南部就有七处
方言是用“都”作人称代词复数词缀的。关于

“都”的来源有学者根据语音相似性推理，认为

来源于表复数的“等”。

江蓝生（１９９５ａ：１８５）认为复数标记“们”
由类别义词“物”发展变化而来，论述了 “物”虚

化为复数标记的路径，“物”在先秦两汉时期表

事物的类别，在魏晋南北朝泛指众人或总指一切

人，具备了“跟‘等’一样用在人称代词或指人名

词之后表示某一类人、或进一步虚化为复数词尾

的条件”（江蓝生１９９５ａ：１８５）。

汉语复数标记形式非常丰富，彭晓辉

（２００８：８６）归纳出汉语复数标记的几种来源，有
处所名词、表示集体义的人称代词、集合量词、集

体名词、数量短语、群体义的量词短语、表示群体

义的定中短语、来源于领属助词等诸多来源。据

彭晓辉（２００８：８６）归纳的各种复数标记来看，汉
语复数标记来源很多都与类别（集体）义有关。

由此可见，仙桃方言中“俦”能用作复数标

记也与“俦”的类别义是相关的。以下例句可以

看出“俦”虚化为复数标记的趋势：

［３３］携朋挚俦
獉
。（唐韩愈《送穷文》）

［３４］自少轩轾非常俦
獉
。（唐韩愈《刘生

诗》）

［３５］若夫田文无忌之俦
獉獉獉獉獉獉

，乃上古之俊公子

也。（三国魏曹植《七启》）

［３６］我闻今相国昆山顾秉谦者，严相国俦
獉獉獉獉

也。（侯方域《马伶传》）

以上语料尽管从时间上来看，三国要早于唐

代，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俦”的虚化轨迹。由

例［３３］的“伴侣”，到例［３４］“类别”义，例［３５］
结构助词“之”连在“俦”和表人名词“田文无

忌”之间；而到了明清时期例［３６］结构助词“之”
的省略，“俦”直接附着在表人名词“严相国”之

后，是“俦”能够用作复数标记的重要表征。

至于仙桃方言“们俦”这种复合式复数标记

的尊称功能，江蓝生（１９９５ｂ）指出北京话敬称代
词‘您’更可能是‘你们’的合音，用复数表敬，

是许多语言共有的现象。邢福义（１９９６）也曾指
出，“‘您们’这种复数尊称现象，在现代汉语里

是不是孤立的现象？”仙桃方言“们俦”是复数

标记“们”和表复数的“俦”复合而成，具有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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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意义，在语用上，复数意义的凸显，与敬称功

能有关，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复数表敬现象。与汉

语普通话“您”、“您们”尊称用法不同之处在于，

仙桃方言人称代词不仅有单数尊称形式，而且复

数标记也有相应的尊称形式。

“俦”能够用作尊称标记，还可以从字形字

义角度解释。《说文解字》：“俦，从人，寿声。”

“寿”具有有“老”的含义，《说文解字》“寿，久

也，从老省。”而汉语中由“老”而成为敬称的现

象是很普遍的。见下文论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仙桃方言“们俦”中

“［ｓｏｕ１］”的本字应为“俦”，原因如下：
１．“们俦”中“［ｓｏｕ１］”与“俦”本字语音相

近。

２．“俦”类别义是用作复数标记的关键。
３．“们”和“俦”尊称语用功能的产生与“复

数表敬”相关。

４．字形字义方面，“俦”字蕴含“老”意义，

也可能是其敬称功能的来源。

关于“［ｓｏｕ１］”字的来源，我们还有其他的
推测，这里提出来暂且存疑。

（２）“叟”
“［ｓｏｕ１］”的来源是否为“叟”？
《汉语大字典》（１９９０：１６８）：“叟，《广韵》：

‘苏后切，上厚心。幽部。’”仙桃方言“叟”与复

数标记后缀“［ｓｏｕ１］”音近。

古汉语中“叟”一般指年老的男人，如“老

叟”。“叟”可用作对老年男子尊称，《汉语大字

典》，１９９０：１６８）：“赵岐注：‘叟，长老之称也，犹
父也。’唐李白《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

章句。’”

“叟”的本义并不强调性别，只指年老。《汉

语大字典》（１９９０：１６８）：“《说文·又部》：‘叟，

老也。’”“《释名·释亲属》：“嫂，叟也，叟，老者

称也。”《十三经注疏（上）》（１９９０：１１１４页），《仪
礼注疏》卷三十二“郑玄注云：‘嫂者，尊严之称。

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嫂，犹叟也；叟，老人称

也。’”可见，“叟”本与“老人：称”和“尊严之称”

有关。如：

［３７］回寻画龙堂，二叟
獉獉

鬓发斑。（白居易

《游悟真寺诗》）

“老”在汉语中常用于尊称，汉语称谓词中

有“老Ｘ”、“Ｘ老”等用法，“老Ｘ”用于一般对年
长者的尊称，“Ｘ老”则适用于年纪更长而且德
高望重者的尊称。

“老”与复数标记也有一定联系。刘云

（２００９：９８－１０２）指出，关于北京话敬称代词
“您”的来源，有“‘你老’合音说”王力（１９５８）、

吕叔湘（１９８５）、伍铁平（１９８２）６都持有这种观
点。刘云（２００９：９８－１０２）认为“表敬代词‘您’
应是从‘你老’发展而来，经由了你老（ｎǐｌǎｏ）＞
你／您纳（ｎｉ－ｎａ） ＞您（ｎíｎ）．的发展变化过
程。”

所以，从语音、语义和语用上看，仙桃方言复

数标记后缀“［ｓｏｕ１］”的来源为“叟”也有一定的
合理性。问题在于，“叟”在古汉语中一般为名

词，数量特征上只表达单数，没有复数语义特征，

而且也没有表现出虚化为复数标记迹象。例如：

［３８］忽见三四老叟
獉獉獉獉

，伛偻而至，俱带泪痕。

弃海询曰：“叟等
獉獉

何往？”

例［３８］中，“三四老叟”、“叟等”表达复数
分别采用的是“三四”数词连用和“等”。“叟”

是名词。这样看来，仙桃方言“［ｓｏｕ１］”的来源
如果为“叟”又缺乏语法佐证。

综上所述，仙桃方言复数标记后缀“们

［ｓｏｕ１］”中的“［ｓｏｕ１］”的来源，相对合理的看法
应是来源于表类别义的“俦”，附在“们”后面，构

成表尊称的复合式复数标记，也可以用于表人的

类别。

四、结论

仙桃方言中，通称复数标记“们”和尊称复

数标记“们俦”共存。“们俦”和“们”一样，也是

一种语法、语用双重标记的复合式复数标记，也

具有类指功能，但是还有着不同于“们”的独特

语用功能。仙桃方言“们俦”和“们”的不同之处

主要表现在语用功能方面，“们俦”具有 “们”所

没有的，如标示人物年龄身份地位、体现说话人

的主观情感、传达社交礼貌、调节韵律等语用功

能。是仙桃方言中的一种口语语体语法现象。

仙桃方言“们俦”是由复数标记“们”与类指人名

词“俦［ｓｏｕ３１］”连用而成。“俦［ｓｏｕ３１］”表达人
的类别、复数、集体概念，出现在复数标记“们”

之后，语音弱化，构成一个复合式复数标记，“俦

［ｓｏｕ１］”不能单用。仙桃方言复数标记后缀
“［ｓｏｕ１］”的来源为表类别义的“俦”。

仙桃方言复数标记“们俦”的复数尊称功

能，在日语中也有类似现象，日语第二人称和第

三人称的复数都有加尊称标记的形式，这些形式

既带有身份义（主要是年资），又可表达说话人

的主观态度。

注释：

①本文受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湖北师范大学
人才引进项目，湖北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资助。

仙桃方言是作者的母语，本文语料源于作者内省和对

当地人群的调查。感谢张道俊教授提出的关于“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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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音及来源思路。

②作者母语为仙桃沙湖话，“俦”语音为“［ｓｏｕ１］”；张道
俊教授对其母语仙桃姚嘴话的记音为“［ｔｓｈｏｕ１］”。

③仙桃方言第二人称单数尊称的语音形式为：“恁郎
［ｎｅｎ１３ｌａ３３］”、“恁郎家［ｎｅｎ１３ｌａ３３ｋａ３３］”。仙桃方言第
三人称单数尊称的语音形式：“他郎［ｔｈａ５５ｌａ３３］”、“他
郎家［ｔｈａ５５ｌａ３３ｋａ３３］”。北京话中有尊称“您［ｎｉｎ３５］”、
“怹［ｔｈａｎ５５］”，与北京话的语音形式相比较，仙桃方
言的尊称“恁郎［ｎｅｎ１３ｌａ３３］”、“他郎［ｔｈａ５５ｌａ３３］”表现
为双音节形式，语音还没有脱落成为合音形式。本文

记音采用赵元任《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沔阳方言》的

音系，声调用宽式调值记音。

邢福义（１９９６）引朱建颂《武汉方言研究》（１９９２），武
汉方言中有个“你家”，念快了，就是［ｎｉａ４２］。书面上
写作“你家（您驾）”，复数形式是“你家们（您驾们）

”。表示尊重的第三人称“他你家”，复数形式是“他

你家们”。邢福义（１９９６）引刘兴策《宜昌方言研究》
（１９９４）和陈有恒《蒲忻方言》（１９８９），湖北宜昌和湖
北蒲沂方言中也有跟武汉话的“你家”和“你家们”同

类的现象。

④语料出自于百度搜索结果，不一一注明具体网址。下
同。

⑤“学界关于金元时期‘您’的来源讨论较充分。吕叔湘
（１９４０、１９８５）、高名凯（１９４８）、王力（１９５８）均认为
‘您’为‘你们’的合音形式。”（转引自刘云，２００９：９８
－１０２）向熹《简明汉语史》（１９９３）讨论过复数尊称
“您们”，他认为，“‘您’最早见于宋元话本和金元诸

宫调里，有时表示尊称，有时不表示。

⑥王力（１９５８）、吕叔湘（１９８５）、伍铁平（１９８２）的观点转
引自刘云（２００９：９８－１０２），故不列在参考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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